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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律考、司考经验谈 本人现是一名法律硕士，学海二

十余年，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考试。曾以总分第一（成人高

考专生本，487分）的成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以班

级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先后

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又通过了2000年最后一次全国律师

职业资格考试和2002年首次国家司法职业资格考试。所以朋

友们都戏称我为“考试机器”，又因为律考得了249分，司考

得了250分，本人也自嘲为“二百五”。 在首届国家统一司法

考试中，我们辽宁大学第一届法律硕士50名同学中有35人报

名参加考试，16人通过，最高分283分，通过率46％，是全国

平均通过率的6倍还多，应该说通过率是相当高的。作为从三

十六万大军中闯出的两万四千过关者之一，总结我及同学们

的考试经验，也颇有心得，现赘述如下，以飧各位考友，望

有所助益。一、有志者事竞成 我是2000年7月1日开始准备律

考的，也就是刚开完毕业典礼我就投入到艰苦卓绝的备考斗

争中了。不过在这之前我已经着手收集律考相关信息资料了

。通过分析得出两点印象，一是好，二是难，即好难！好的

是通过这个考试前景会光辉灿烂，充满希望。难的是要看上

百万字的书籍资料、做上万道题，而考试的及格率一般不

到10%，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挡在关外。所谓无限风光

在险峰，如果很容易过关，那么这个证也就一文不名了。于

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这次考试。理由有三：一是我想



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为得到这个充满希望的“律卡”，吃

点苦、受点累，值！二是我不能寄希望于上帝的垂青，人生

走到现在上帝还没帮过我，所有一切都要靠一个人、一双脚

走下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幸运的雨点再大也不会砸

在我头上。所以没有侥幸，只有努力！三是再高的山也是在

人的脚下，考试再难也有通过的，我凭什么通不过？！既然

难，我倒要看它有多难！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成功！时不

我待，我可不想在这个路口徘徊时间太久。我身边的人有很

多都是抱着试试看，练练兵的心态参加考试的，他们在想万

一考中了岂不美哉！但孰不知持这种侥幸心理的人十之八九

失败已注定了。所以我劝诸位考友，一定要下定决心准备考

试，这是成功的根本。只有有了决心，才会用心、专心，才

能三更起五更睡，而不是一日曝十日寒。有志者，事竞成，

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切记

！切记！！！ 二、勤能补拙是良训 从7月1日一直到10月23日

考试，从夏天到秋天我一直把自己关在北大图书馆里。早上6

点起床，洗漱完毕，六点半之前一定在图书馆门前，几乎每

天都是第一个进入图书馆。我选的是301自习室最里面的座位

，面对着墙，在这里就开始勾画着自己的未来命运了。除了

吃饭很少离开位置，困了就趴在桌上小憩一会，累了，烦了

，就去阅览室查看一些其他相关资料。一直到十点半闭馆，

最后一个出来，每天要看十几个小时的书。因为我知道我面

对的不是纸老虎，我知道我不比别人聪明，我也不相信不看

书就能通过考试之类的鬼话。北京的夏天很热，在这里我深

刻体验了什么叫汗流浃背，什么叫挥汗如雨，因为几乎每天

我都在洗“桑拿”。至今我还留着这样一本书，上面有我的



血迹。天气热，人就火气大，一次我的血液终于沸腾了，竟

然从鼻中喷出，溅在书页上。但我知道那不是鼻血，是心血

！我知道每滴一滴血、流一滴汗，我就离成功近了一步。正

所谓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就这样，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只读律考书，从夏走到秋。甚至我最好朋友的

婚礼都没有参加，但我相信真正的朋友会理解我。这场考试

，不但要考智力，还要考体力，所以要锻炼好身体，准备这

场恶仗呦！I am nobody now, but I will be somebody tomorrow.三

、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 有决心、有毅力、够勤奋、

下苦功，那为什么很多人还是绩不如人呢？主要是方法不得

当，导致事倍功半。所以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1

、关于书籍资料 司法部指定的《大纲》、《教材》和《法规

》、历年试题及详解、白皮配套题是必须准备的，另外要有

一套与配套题相当数量的练习题及三五套模拟题。不要多，

而要精。如果指定用书能看懂，不要买其他书，那会浪费你

的时间，且针对性也不强。同时多注意《法制日报》、《法

律服务时报》、《中国律师》杂志和中国律师网，中国普法

网、中法网上的信息资料。2、关于时间安排 我先用了一个

半月通看了一遍大纲、教材和法规，不求牢记，只要概括认

知。同时做了除近三年外的所有历年考题，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然后又用一个半月时间做题。通过做题复习了教材、

法规。注意千万不要把答案写在题上，那会影响下次复习。

十月初，做完一遍题后，我做了近三年的考题，平均得分222

，感觉不错。因为我想再二十天提高二十分没问题。然后又

将做错的题做了第二遍、第三遍，查漏补缺，直到完全掌握

为止。然后做了近三年的律考题，考试前两天又做了几套模



拟题，均分240左右，基本达到既定目标。但是相信很多人没

有象我这样的时间和环境学习，所以一定要恰当安排你的时

间，排除各种干扰，要考试压倒一切。尤其最后冲刺阶段必

须坚持住，否则，又是九十步半百步了。当你手捧239分的成

绩时，又悔不该当初了。3、关于重点 虽然书全看，题全做

，但要有主有次，有轻有重。重要法律、重点法条命题分值

密度会很大，相反，有些不重要的部门法规考分会很少。A

、律考向来喜新厌旧，考生应尽力找出大纲新增的知识点和

变动较大的知识点，以及法规汇编中新增加的法规和司法解

释，以及更新的法规和司法解释，作为复习重点，其重要性

并不亚于《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合同法》

等基本法规和重点法规。B、紧扣热点。这是国家司法考试和

以前的律师资格考试的共同点。热点一般是新近出台的法律

法规和人们普遍关注的法律问题。如2002年证据问题是学术

界、司法界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司法考试中考查了3分

证据问题，而且其中2分涉及到了新颁布的当时还未开始施行

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又如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国际法部分占了40分，总分值

比2000年增加约7分，这充分体现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

球化及我国加入WTO后，国际交往更加频繁，国际法的地位

更加重要的趋势。估计在今后的考试中世界贸易法的内容还

会有所增加。这将是今后不变的趋势，像司法考试这种既注

重理论性又注重实务性的考试，一定是既突出重点又不失全

面且密切结合当前热点。因此考生在复习中应善于在全面中

抓重点，而且要与学术界、司法界的热点问题联系起来。这

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C、注重对司法解释的考



查。例如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中刑法部分的一个趋势是增加

了司法解释的分值。刑事诉讼部分绝大部分的试题是同有关

的司法解释相结合的。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

干问题的解释》，这些解释同刑事诉讼法的地位同等重要。

行政法学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如何确定作

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考试中涉及行政诉讼当事人的问题也

是相当多。因此考生必须扎实掌握该解释的有关规定。民事

诉讼法考试分值比以往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45分，比上一

年增加11分。考题分值大多集中在司法解释中，尤其《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有24分。可见司法解释的规定相当重要，考生必须

高度关注各个部门法的司法解释。这在今后的考试中也将会

有更大体现。D、司法考试十大重点部门法，应投入主要精

力加以熟练掌握。有人统计：刑法（约70分）、刑事诉讼法

（约55分）、合同法（约50分）、民事诉讼法（约40分）、

民法通则（约35分）、行政诉讼法（约25分）、宪法（约15

分）、公司法（约12分）、担保法（约11分）、仲裁法（约7

分）。此十大法条合计320分，占司法考试分值比重的80％。

所以在复习中必须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并且，除宪法以外

，其余九大法条均可能出现在案例分析试卷上，其身价非同

寻常。4、关于辅导 本人两次考试都未参加考前辅导。主要

原因有两个：一是时间来不及，如果参加辅导，没有时间完

成自己的学习计划，书看不完，题也只能做得很少。二是辅



导老师讲的内容大多数是相关教材的重复，极少一部分有新

意，参加辅导将是事倍功半。又不能指望他们漏题、押题，

无疑是浪费时间。另外也是因为我的自学能力很强，不必有

老师在一边督促，所以也就不把宝押在辅导班上了。辅导班

良莠不齐，这需考生结合自己实际情况，仔细甄别，决定是

否参加。四、成故欣然，败亦无妨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

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已是手中无书，心中有书了。但万事

具备，还需如意东风，这东风要靠自己来吹。宠辱不惊，看

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苍天云卷云舒。考试时一定要

保持平常心，勿急勿躁，也莫妄自菲薄。否则，极易功归一

篑。这要靠自己调整呦！只有从容的考试，才能做到：1、不

漏题，看清题干，认真审题；2、字迹工整，条理清晰；3、

不空卷（因为只要答了题，就有得分的机会）；4、把握好时

间，保证答完题。总之，良好的心态加上一定的答题技巧，

不但可以保证你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还有可能超常发挥，

创造佳绩。特别告诉大家记住这一点：世事我曾抗争，成败

不必在我。很多事情我努力过就够了，是非成败不是我这一

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能够决定的。在你能力范围内做成你能做

的事，就是成功了。身在万上圈子里，一山过后一山拦，这

次成功了，还要面对人生路上的其他挑战。此次失败，也没

什么大不了的。即使有一千个理由来解释你的失败，你也要

找到第一千零一个理由从阴影中走出做一个再战英雄！亦即

成故欣然，败亦无妨。 2002年初我才决定参加司法考试，这

次时间更是紧，也是因为有一些基础，我没有看书，只是利

用寒假时间通看了一遍法条。开学后，做了整整一个月题，

就参加考试了。这次在复习方法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总结



，即是要“稳、准、狠”。“稳”是稳扎稳打，持之以恒，

复习要稳，考试更要稳。“准”是要全面复习，抓住重点，

个个击破。“狠”是要狠下决心，狠下苦功，才能成功。同

时在技巧上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法

条为中心，以指定用书和练习题为基本点，看书是为了理解

法条，做题是为了记住法条。但不能只背法条，因为没人能

够把这么多的法规都背下记牢。即使背下了，也未必会应用

，会做题。也不能只看书或者看太多不相干的法律书，因为

我们不是在考博，也不是要写论文，这方面的功夫留待以后

吧。特别强调的是要多做题，在做题过程中你会收获很多：

会锻炼你的答题思路，会把握答题时间，会掌握重点、难点

，会记住法条法规、基本理论。因为绝大多数考点编题的教

授们已经考虑到了，我们无须花太多时间自己总结那可能不

是重点的“重点”。一切都在题中。 以上乃一人之见，非普

遍真理，也无所谓对错，希望大家结合自己实际对这般观点

和方法选择适用，能够为各位考友顺利通过考试尽上绵薄之

力是我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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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