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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5_88_B0_E

5_BA_95_E7_94_A8_E5_c36_479872.htm 没人否认"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可是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面临"种瓜得豆"，甚至得"

芝麻"的无奈。很多人在准备"司考"的时候不谓不用功，在考

试的过程中不谓不用心，结果却常常是失望。问题出在什么

地方呢？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战略"惹的祸。这里仅就

复习和考试过程中几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体会。 "司

考"战略：关于准备时间 到底要用多长时间来准备？这个问题

其实每个人都在问，可是大多数人都没得到一个好的答案。

有人说当然准备的时间越长越好，我认为这种想法非常不正

确。说穿了，"司考"只不过是资格考试而已--"通过"是唯一目

的--如果为了增长学问，根本就没必要看考试大纲和指定参

考教材，所以从复习到考试都要围绕着这个唯一的目标来安

排、运作。运动员想要在比赛的时候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就需要摸准身体机能周期；考试也是同样道理，只不过要

摸准的是自己的遗忘周期。由此看来，时间长短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要在恰当的时间内达到最佳效果，过长的时间就算

没忘也会因多次枯燥的重复而烧出"夹生饭"，时间过短则无

法储备充足的"弹药"。以上这些听起来似乎很玄妙，其实参

加"司考"的人个个都是身经百战过来的，每个人都有一套适

合自己复习方法，我在这里只不过要给大家提个醒儿。 还是

回到"司考"上来吧。本人曾以高分通过"律考"，做了高校教师

之后也曾给本校学生开过几次此辅导班，效果还不错，自以

为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准备时间长短肯



定不一样。我的经验如下： 对法律一窍不通的考生和硕士、

博士研究生一样，都需要比较长的准备时间。也许有人会产

生疑问：按理说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应该很"厉害"啊，

为什么他们和不懂法律的人一样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司

考"的内容以法条和基本的法理知识为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研究生由于研究内容比较专业，所以对专业以外的知识渐渐

淡忘，再加上这一阶段主要研究的是"应然"而非"实然"，注重

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怀疑与建议，反倒模糊了他们的记忆；另

外就法理知识来说，硕士和博士的知识水平早已超出了"大

纲"的范围，有比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因此对"教材"内容的

怀疑多于认同，这些会弄得他们思维混乱。因此，他们和不

通法律的人只是准备的重点不同（他们最需要做的是调整思

路），需要的时间却差不多。 这一部分人在复习的时候，至

少由三个过程：1，按照大纲要求，以"教材"为主，系统学习

、记忆；2，在理解的基础上"背"；3，作题演练。我的体会与

经验是，这一部分人需要四个月的准备时间：两个月用来理

解与学习，一个半月用来理解记忆和"背"，半个月用来练习

以发现问题并适应出题思路。应该注意的是，第一个和第二

个过程并非只是看一遍或者背一遍，而是循环学习与背诵。

这方面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以后可以具体谈。 本科

学生。我这里说的是完成了大学四年本科教育并且学习成绩

还可以的本科学生。这一部分人的优势比较明显，非常适合

参加"司考"。我国本科教育的要求就是专业基础教育，他们

课程范围全面、平时考试也会涉及法条以及基本法理知识、

受过案例分析的训练，并且由于参加过"社会实践"也有一定

的理论联系实际机会。他们需要准备2个月的时间。对于他们



来说，需要做的就是：一背二练。 参加过"司考"的考生。我

指的这一部分人是曾经认真准备过却失败了的考生。这些人

需要总结经验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他们曾经认真复习

过，对考试内容比较熟悉；参加过考试，对出题思路有一个

把握，这都是优势，但这种优势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转化

成最大的劣势。他们最需要克服的就是避免内容的"夹生"：

打开书本全看过，较起真儿来就迷糊。因此他们必须踏踏实

实重新来过。他们需要3个月的复习时间。这3个月时间的安

排是：2个月用来"精背"，1个月用来做题以发现在复习过程中

被忽略的问题、纠正自己对复习内容的理解偏差。 需要指出

的是，前面所说的总的复习时间必须具体落实到每一天，我

认为每天至少要保证有3个小时能够完全进入到复习状态，排

除一切外界干扰--其实如果能够保证这些时间纯粹用来学习

，每天3个小时就已经足够了。也许有人认为，我说的准备时

间太短、太绝对，我的回答是：首先，这是我本人以几位数

不少通过考试的考生的共识，而不是纸上谈兵；其次，我承

认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是对于一个中等智力的考生来

说，上述时间已经有所保留，若能够掌握一个有效的学习方

法，这个时间还会大幅度缩短。反过来说，经过上述时间的

准备仍然没通过考试的考生，一定是在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

，也许是复习方法不对、也许是不会考试，但问题绝对不是

出在准备时间不足上。 关于复习时间问题，这次就谈这么多

。其实"司考"从复习到考试每个环节都有窍门，比如：那么

多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需要"背"的只有一小部分，那

么这一小部分到底是什么？对"司考"的不同内容，如何做合

理的时间安排？是否要做模拟练习题、做多少才好、怎样有



选择地做题？如何能够"猜"到考试重点？遇到没复习过的知

识点如何去"蒙"？如何超水平发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

意以后再与大家分享。 我的口号是：让"司考"成为乐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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