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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249306.htm 第一、亲力亲为，自

己动手、动脑。 应该说，现在我们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是

非常好的，有那么多名师的课堂笔记和面授课程，他们对于

司法考试都有非常深厚的研究，他们的观点对于我们往往会

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会让我们有一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的感觉，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不要放弃自己的主观

能动性，不能将通过司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别人

将这些问题总结了，你看过了，虽然总结的很全面细致，但

你这样看，和你自己亲自动手去思考之后再把它总结出来，

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看法条的过程中，一定不要光是

用眼睛看，还要善于用脑、用手去勾画总结。 有一句名言说

“我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

们呢，站在这些名师的肩膀上，这是取得成功的一个有利因

素，要珍惜名师交给我们的知识、思路、学习方法，同时，

自己更要用心去学，用心去做，才能更接近成功。 第二、看

法条时一定要划上重点。 有的人爱惜书，看过书后书还是非

常洁净，一笔不划，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书不是为了卖旧

书方便，而是为了自己学习方便。一部法规内容上都具有整

体性，所以写的比较全面，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遍都全看，

那样纯粹是浪费时间，只能是有重点的看，而且每看一遍重

点就应该越明确，要做到这样就要在看书时将重点部分划上

，以后再看书就看自己划过的地方，那样书就会越看越薄了

，看书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 至于是否要作笔记，这可能因人



而异。我认为呢，是不太需要。因为太费时间了。但是可以

在纸上大概列一下你所看的法律法规的内容梗概，例如分几

章说了哪几个大问题，下面又分几节，说了哪几个小问题，

以利于自己把握全局掌握脉络。太具体的就不需要了。 第三

、看法条一定要细致。 很容易出现法条也看过好几遍了，考

试时也知道个大概，但是很模糊，排除了一两个明显错误的

以后，剩下的就怎么也分辨不清楚了，这就是看的不细致的

结果。例如刑法第128条第二、三款规定的非法出租出借枪支

罪中，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比如公安民警）只要非法出租

出借枪支的就构成此罪，而依法配置枪支的（如护林员），

非法出租出借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构成此罪，如果不注意区分

，做题时就很可能做错。当然，这个细致是指对于重点法条

要看得细致。 第四、有些只看条文的字面意思就可以，而有

些还要理解条文背后的理论问题。 司法考试试题总的特点是

考的细致但是不难，三分之一的题看熟法条即可，三分之一

的题要理解法条并要做好归纳总结，还有一部分则需要理解

条文背后的理论。例如刑法部分主观方面、停止阶段、共同

犯罪等内容的条文都非常简练，但是在考试中反复出现这些

部分的题目，而且我们还总会答错，就是因为这些条文背后

有理论，不深入理解，只看条文本身是不行的。例如2004年

卷四的那道刑法题甲乙共谋抢劫，甲进屋抢劫中止又实施了

强制猥亵妇女和盗窃手表两行为后出屋，望风的乙问其抢劫

得手了没有，甲说得手了一只手表，后二人将手表变卖后分

赃。乙是未遂、中止还是既遂，就需要掌握一定的理论才能

答对。 第五，注意总结、归纳、对比。 司法考试内容多而繁

杂，而考试过程中，通常是将相关知识点结合起来考查，这



就要求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应当有目的的进行有关的总结、归

纳工作。比如，三大诉讼法关于管辖冲突的解决各不相同，

行政诉讼由“最先受到起诉状”的法院管辖；刑事诉讼由“

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而民事诉讼则是由“最先立案”的

法院管辖。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不注意总结、对比，在考试

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混淆。再如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与行政诉讼

证据规则中关于免征事实的规定以及关于不同证据证明力大

小的规定，虽然存在着很多相似甚至相同的规定，但同样也

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