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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考试已愈来愈近，被国人誉为“第一考”的司法考试

即将在9月中旬进行，众多的应试者正在挥汗奋战。为给广大

考生提供一些成功的经验，记者采访了去年江苏省的司考状

元和几位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士，并联系了一些正在准备司考

的考生，原生态地展现他们的过关经验和备考现状，以期通

过本文能给备战中的考生一点启发。 策划：宋世明 撰文：实

习生 刘合定 备考直击 冲刺！冲刺！ 7月已经过去，已经过了

立秋的8月已是酷暑不再，但正在准备司法考试的勇士们依然

斗志昂扬，因为“中国第一考”还有1个月的时间，他们没有

选择，要成为法律人，真正成为法律职业者，通过司法考试

是第一步。 想到9月16日的考试，南京师范大学研三学生韩晓

心里又是一阵紧张。9月的第3个周末，成为小韩日历上必须

面对的一道坎儿，从2004年大学毕业开始，已经第4年了。整

了整眼前近两尺高的司法考试资料，她再一次回到备考的“

疯狂冲刺”中。14门核心课，数以万计的法条，小韩觉得她

在进行的就是一场“遗忘与记忆之间的战争”。翻一翻手头

的法条详解和3本参考书，厚厚的3000多页，以每页1500字计

算，会有500万字的基本知识，而保持每天10万字的复习量，

就可以在两个月内把这些内容顺利地梳理一遍，剩下的时间

半个月攻克8本白皮书，半个月再做一遍历年试题，小韩的计

划从6月开始推进得卓有成效，只是想到巨大的记忆量，她还

是觉得非常恐怖。一起复习的“战友”把时下的生活形容成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猫少，做得比驴多”，

“压力太大，”小韩补充道，“吃得确实比猫少，看书看得

根本吃不下，想吐！”这个暑假，她依然没有回家。学校的

自习室里，每个人都是早到晚走，每个人都抱着大部头的复

习资料，“全教室都是这样的状态”，这种群体性的紧迫感

多少排解了小韩复习时的压抑。 “有的时候觉得为了一个渺

茫的希望在奋斗，这样浩大的工程，自己根本过不了”。她

还在坚持。“没有刻苦的努力就不会在百分之十中占一席之

地，即使努力了也不一定有回报”。“我学法律学了7年，还

能干什么？”小韩反问我。但她坚决支持精英化的职业教育

，在她看来，中国的司法考试在世界上来看是最简单的。实

际上，这一次，她也想到了放弃。“今年再考不过去，就转

行。”说完，小韩开始继续复习。 连考7年不放弃 从司法考

试中解脱出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一种是转行。“

转行只能算是缓兵之计，绝不是志愿所在”，郭阿蕊是个爽

快的女生。和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毕业后，她并没有机会

进入司法行业。 但对于法律职业的追求她却一直没有放弃，

即使马上就要升职，即使“在社会上待了太久早已经忘了考

试的感觉”，郭阿蕊还是在4月辞了职，全力备战今年的司法

考试。辞职时间把握得刚刚好，“战线不能拉得太长，拉太

长了熬不到考试”。如果不辞职，郭阿蕊觉得一定无法完成

这么大的复习量。她的一个朋友，边工作边考，已经考了7年

，“人都考成了一部历年试题集”。不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考

一次，肯定会成为郭阿蕊永远的遗憾。“只要你想干这一行

，这个险不得不冒！”离开南开大学法学院两年后，郭阿蕊

重新捡起她曾经的法律梦想。 90%被淘汰 今年，国家司法考



试网上预报名总人数接近30万，可是每年只有10%左右的通过

率。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拨又一拨的人想要通过司法考试，

因为只有通过司法考试才有资格成为律师、法官、检察官。

而对于大部分法科的学生来说，通过司法考试虽不等于就业

，但因为专业的特殊性，不通过司法考试很难让人对你的法

学素养产生信任；另一方面，做教师不是每个人的梦想，且

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所以更多的还是从事实务，而此时法

律从业资格变成了一份必备的硬件，否则便只有转行,而这显

然不是学习法律的目的。 也正是在司法考试的导向下，平静

的校园生活也失去了昔日的安逸、舒适。2006年考入中南政

法大学的研究生吴旭政有些后悔，去年因为考上研究生松了

口气，没有参加司法考试，浪费了一次大好的实战机会。今

年以来，她的生活围绕着司法考试在转，实际上，全班都在

忙活这件事。能不上的课就不上，老师列的专业课阅读书目

早就抛之脑后，论文和研究更是无暇顾及。其实老师也知道

大家难，本来该在期末进行的毕业论文开题答辩被挪到了9月

底，让大家先过司考再说。师生见面导师关切的话题常常这

样开始，“怎么样，司法考试过了吗？” 本科生也不断加入

到这一行列，根据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司的统计，今年应届

毕业生报名人数明显上升。江苏警官学院对法学专业学生进

行的一次就业意向调查中，“准备司法考试”仅次于“报考

公务员”和“准备考研”，大大高于“参加社会招聘”。调

查人员解释，虽然司法考试不是学生就业的一种方式，但考

虑到法学专业的特殊性，还是把参加司法考试作为一个调查

问题。司法考试必须获得本科学历之后才能报考，很多学生

在毕业后选择了考试。 8月14日下午,记者采访了2006年江苏



省的司考状元盐城市人民检察院李玉刚检察官。在得知记者

的采访意图后，李玉刚显得十分热心，并毫无保留地总结了

自己的成功经验。 李玉刚参加了三次国家司法考试，第一次

仅差20分没有通过。对此，李玉刚说他并不意外，因为2004

年在考前仅仅看了一个月的书，什么习题都没有看，所以考

场上显得力不从心。2005年是他第二次参加司法考试，之所

以会失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考前的疲劳式复习，在

考场上很难集中精力，所以在从考场出来后就有点“头发晕

、腿发软”。2006年，李玉刚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心情显

得较为轻松，所以平时只是早、中、晚抽出三个小时时间看

书，平时的工作照样处理得井井有条，在考前，单位批了二

十几天的假，才得以全天看书。教材方面，李玉刚主要通过

阅读、理解法条，并结合一些案例来巩固、加深记忆。由于

法条比较多，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司法考试是有重点的，所

以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部门法方面，而对于《商业银行法》

等小的部门法，可以适当少花点时间，总体的复习思路就是

：分清主次，有所侧重，有所舍弃。习题方面，李玉刚主要

参阅历年真题，他说：真题代表了司法考试的命题重心和思

路，可以全面地让考生了解司法考试的要求，对于市面上的

模拟题，一方面限于时间，一方面限于质量，所以建议考生

在考前至多做两套模拟题。而对于每年法律修改导致的司考

真题的答案冲突之说，李玉刚认为主要对往年没通过的考生

影响会比较大，因为人容易形成主观印象，但他认为只要把

法律原理吃透了，再结合最新的法条和司法解释，这些冲突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特意提到正是因为这些新修订法律引

起的冲突，所以这些冲突的法规历来是司法考试的重点，今



年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务必引起重视，譬如《物权法》对《

担保法》内容的修改。 考前准备方面，李玉刚通过自己2005

年司法考试的失败教训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在考前的一周，

看书时间不宜过长，因为司法考试两天时间，最后一门考试

时间是3个半小时，对考生的体力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考前不

能再进行疲劳式的复习。记者问到很多考生总是认为考前应

该多看书、多记点，以防遗忘。李玉刚笑着说：“这些都是

心理因素，其实考前的过度疲劳很难承受两天的高强度考试

，而且即使考前看的知识可以增加一点分数，但若跟你因疲

劳而丢掉的分数相比，也是得不偿失。”并且，由于是最后

一个月了，几大部门法的知识很难有提高，而第一卷涉及的

“三国法”(指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内容，

相应很容易得分，所以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建议考生主要把精

力放在第一卷知识的复习上。 应试方面，司法考试每卷的前

两道题都是比较难的，所以考生在遇到问题时一定要冷静。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法考试考的不仅仅是考生的法律能

力，也是对考生心理素质的一种考察。对于第四卷的准备，

李玉刚认为平时一定要练笔，因为所谓的“法言法语”绝不

是一时半刻的冲动，而是要平时的培养和积累。不要以为平

时的练习耽误时间，其实通过练笔也是对自己法律知识的一

种系统考察。 采访的最后，李玉刚表达了对今年参加司考考

生的祝福，并再次提醒广大考生：考前一定要注意休息，轻

装上阵，才可以考出最佳水平。 与那些科班出身的考生相比

，小王无疑是个例外，非法学本科的他用几个月时间通过了

被誉为“中国第一考”的司法考试。当然，这不是说他有多

聪明，也不是因为他的通过就否认了司法考试本身的高难度



，相反，小王作为众多以非法学专业身份通过司法考试的考

生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准备考试以及考试过程中的技巧

问题。与经过专业训练的科班考生不同的是，非专业考生没

有系统地接受过法学训练，但因为本科阶段的学习，其已经

形成了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国家司法考

试的目标是选拔那些实用性的法律人才，而不是立法者或者

研究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掌握变

成了司法考试的重点和基础。正是由于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

法学训练，所以一般不会对立法上的疏漏表示怀疑，这样在

备考的过程中相对就不会出现困惑。而法科学生往往失败，

不能不说过多掺入了理论分析的因素，而这种思维某种程度

上跟司法考试是相悖的。 小王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提到

：在复习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两方面：(1)整理笔记：记笔记

的东西，要么是自己要认真学好的重点，方便复习，要么是

自己还不懂的知识，所以要记录下来之后细细研究，但不管

是哪种，笔记是很重要的学习方式。要经常去整理笔记，一

来梳理资料，二来复习了笔记的内容，再则健全了知识点

。(2)阅读分析大量案例：司法考试每道题，包括选择题都是

一个案例，案例的分析能力和速度决定着能否通过考试。且

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其价值不容忽视。在复习基础知识

过程中，结合案例看看，能达到不错的效果，既可作故事新

闻消遣又可作为训练，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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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