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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AB_E6_8E_A8_c36_479771.htm 一、信念篇 求其上，得

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 首先，要树立通过

司法考试的必胜信心。在决定参加司法考试之时要横下一条

心来，以“不考则已，一考必中”的昂扬斗志投入到司法考

试复习当中去，不要给自己留下过多的退路。否则，再多的

解释都会在失败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也无济于事。诸如：“

我是非法学专业的”、“头一次考，先试一试”、“司法考

试这么难，也不是一次就能通过的”，甚至“我是女生”等

等，不一而足。 司法考试绝不仅仅是拼智力、拼体力，非智

力性因素在司法考试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胜的信念

是整个司法考试过程中的一盏指路明灯，有了这个强大的精

神支柱，以后许多方面的困难都不在话下。 当然，无论下多

么大的功夫，最终结果也不会令所有的人都满意。这时候，

我们可以向宋代名相王安石先生学习，尽吾志而力不达，无

悔矣。二、时间篇 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一切。 应对各种考试

的一大策略是，要打速决战，而不能打持久战。 往年律考，

连考多年不中的大有人在，而集中复习几个月一举中榜的也

不在少数。不要以为复习时间越多越好，时间过久容易把人

的精力拖垮，以致筋疲力尽，累倒在司法考试的战场上。可

以这样说，考生的最大任务是针对考试，而不是在做学位、

搞研究。虽然做学问与考试有一定的联系，但毕竟相去甚远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那些法学教授们去参加司法考试，

通过率未必能高于他们的学生。况且，等通过了再调整兴趣



方向也不迟。 那么，准备司法考试的时间成本预算是多少呢

？一般说来，如果考生没有法律专业基础，应当拿出半年到

一年的时间集中复习。对于那些科班出身的考生而言，考前

集中两三个月也就差不多了。考虑到个人的智力、精力等相

关因素，时间上可以适当调整。 有了必胜的信念和充分的时

间两大前提做保障，接下来就是如何着手进行复习了。 三、

辅导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司法考试的硬件工具是各

种辅导资料。主要有教材、法条、真题及其相关资料。 因为

司法考试刚刚举办了一届，只好以律考为主要参照。在指定

用书、法条和真题的辅导资料选择上，下面一些资料比较有

参考价值。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测试题解及相关法

律法规》，通称“白皮书”，半官方教材，是司法部指定用

书的配套辅导书，由指定用书的撰稿人编写。在司法考试的

前期复习阶段，这套书可以帮助理解、加深和巩固指定用书

的考查知识点。并且，该套书也是司法考试命题的题库来源

之一。据不少精练此书的过来人讲，有一定比例的实考题取

材与此。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试题分类评解及应试技巧》，

由原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肖胜喜先生主编。该书的特点

是，历届考题比较全面，并以部门法、年份、题型多重标准

分类，是真题解析类辅导书的传统名牌。该书适合前期复习

使用，便于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历届

试题分解与预测》，由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博士李建伟先生

等编写，其特色是选题比较精炼，可谓之司法辅导大军中的

“新生派”代表。 《司法考试历届考题名家解析及预测》，

由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张树义先生主编，该书按历届真

题的试卷顺序编写，保持了试题的完整性，从而反应出试题



的整体风貌。考生在参考时应特别注意考题的失效部分，应

当予以剔除。 《法律服务时报》周刊，其前身为《中国律师

报》、《百姓信报》，由法制日报社主办，该报自今年年初

创刊以来就开辟司法考试专栏。经常刊登一些关于司法考试

动态、复习方法、试题解析等方面的文章，可读性很强。 《

中国律师》月刊及中国律师网（www.chineselawyer.com.cn）

。尤其是中国律师网，时效性很强，信息发布迅速，考友参

与广泛，是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好场所。 关于辅导班，如

果考生个人自学能力不是很强，习惯于类似课堂教学的学习

方式，经济条件又允许，参加一个辅导班也未尝不可，比如

三校名师、万国学校司考培训就搞得比较火。尤其那些在职

的考生们，没有在校生们的那种学习气氛，参加个辅导班可

以使其从工作、家庭的环境中暂时分离出来，进入一种全新

的境界，更为专注地投入复习中去。有道是独学而无友则孤

陋而寡闻，周围能够有一些考友相互沟通、交流，对复习也

是一个促进。 四、教材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司法部编审

的复习指定用书（简称教材）是司法考试的主要基础工具，

该套教材不但具有权威性，而且针对性强。一套在手，足以

应对。而不必再找一些其他的高校法学教材相佐，除非个别

地方弄不懂，才有必要予以参考。因为，法律属于社会科学

，许多问题未必有定论，而学者们都有自己的学术观点，看

多了反而互相干扰。一些科班出身的考生纷纷落马，与之不

无相关。即便对于法学底子较好的考生而言，考前也应当大

致通看一遍教材，以明确方向，避免陷入盲目。 在新的指定

用书出版之前，暂时可以使用上一年的，新用书出来后，也

已经打了一遍基础。在司法考试的前期准备阶段，指定用书



可以唱主角。 在司法考试的14门科目中，法理学、行政法、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五个部门法，以考查法

学基本理论为主，相应的法条依托较少，其教材依赖性最为

突出。即便像国际三法有一些法条，其用处也不大，尤其诸

如《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

黎公约》之类的国际条约，很是冗长，读起来比较别扭，倒

不如看教材来得快。 关于复习顺序，对初学者来讲，最好遵

循循序渐进的规律，注重各科的先后顺序。如应当先复习实

体法，后复习程序法；先复习国内法，再复习国际法。一般

可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复习：法理学、宪法、民法、商法、

经济法、行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

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与

职业纪律。 司法考试的14门科目是一个法律概念、原则、制

度和理论体系，按照一定顺序通读一遍，以便有个整体把握

。而后就不必再按部就班，可以灵活安排复习顺序。如可以

按重点科目顺序，也可以按考卷科目顺序，还可以按弱项科

目为序等等。 开始应以最快速度通读一遍，不求记多少，理

解为主，先有个宏观体系。第二遍再放慢速度，细心体味，

加深理解，提高记忆。 在阅读教材时,应有个自我命题意识，

要善于找“题眼”，揣摩命题者的设计思路，有时还会不谋

而合。同时不要忽视教材中出现的小案例，这是很好的命题

素材，稍加变化就可能出现在司法考试试卷上。 至于司法考

试大纲，基本是教材粗框架的翻版，主要是制定给命题者看

的。其对考生的指导意义一般化。鉴于司法考试试题含量之

大，考题超纲、考点重复不规范、不严密现象时有发生就不

足为怪了。考生可以将错就错，不失为明智之举。大家都同



样面对，较起真来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据网闻，司法部今

后可能不再组织编写正式的官方指定用书，但法条和考试大

纲还是要照出不误的。果真如此，可以想象，待大纲一出台

，各种名目繁多的“教材”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充斥书市，

乱花渐欲迷人眼。一些颇具市场开发意识的书商们早就盯住

了“考试经济”这块肥肉。有鉴于此，考生们在选择教材时

，别雾里看花，过于随意。应当选择一套最权威的。其标准

是编者权威、出版社权威，篇幅适当，能严格按照大纲编写

。这样一来，大纲的身价看涨。没了指定用书，大纲的指挥

部功能增强。考生可以用它来扩展考点，鉴别辅导书是否编

写得严谨，以防误导。----------------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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