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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司法考试，确确实实是体力活，而且比旧社会码头工

人还要累：因为码头工人累了可以休息，讲人道的老板不会

扣钱；我们如果考试的时候累了，一放松，做错题，不管老

师讲不讲人道都要扣分。: ) A、秘诀一：乘体力好的时候多

做点。 大家知道，一开始干活的时候，精力最充沛，体力最

好，活也干得多。同样，把体力换成脑力，就会知道人的大

脑，在三个小时的思维过程中，其实质是一个“逐渐变白痴

”的过程。一开始思维敏捷，条理清楚，知识点也能及时在

脑海闪现；到了最后就开始脑袋混混沉沉，不在好使唤了。 

同样是做题目，体力好的时候如何多做：这里就涉及一个选

择的问题了。在每件货物运费都是1元的情况下，码头工人肯

定选择轻的货物搬运。做题目也一样，选择简单的，自己拿

手的部分先做，保证抓住自己能够得到的分数。当然，难做

的题目不是不做了，打个醒目的记号，放到后面去解决，如

果不行就可以放弃。法村一直很推崇排挡的名言：考试是一

门放弃的艺术。 深层次的讲：题目从简单做到复杂，也是一

个逐渐进入状态的过程。三个小时当中，就考试前三卷的题

量而言，是有时间多出来的。（案例卷另行分析）第一个小

时适合做简单记忆的、法律关系清晰的题目，逐渐的状态出

来后，就可以做复杂的难题了。最后部分时间用来检查（检

查答案的对错往往用极限法，是更简单的计算问题了），前

后印证。 从反面角度讲,一开始避开难的题目，可以防止因为



难题造成的心理阴影，并且可以避免掉入整个考试阶段都用

难题的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B、秘

诀二：体力差的要尊重体力好的劳动果实 根据上面的原理可

以推断出：考试后半阶段的应试能力，是往往弱于考试前半

阶段的。所以，有些朋友在一遍做完了，检查试卷的时候，

千万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劳动成果除非能够确定刚才选择的

答案是错误的，否则不要去做更改。做错题目固然后悔，把

正确的答案改成错误的答案更加让人后悔。文章出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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