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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已经临近，关于司法考试的话题在激烈的进行着。去年司

考答案公布后，网上能够雀跃的考生并不多，但对试题及答

案产生种种异议的却不少。笔者算去年参加过三次考试

（1998年第一次、2002年第二次），头两次都一次性通过

（2002年在所在的地级市排第二）。去年考的不理想(主观原

因），但也过了240分。面对许多参考的或即将参考同行者，

我这个“幸运儿”，班门弄斧，大言不惭的谈谈自己的司考

心得和体会，希望抛砖引玉，使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进来。 

首先，参加司法考试要多做些准备工作，及早下手做好计划

，少些盲目应试。司法考试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第一难考”

（未必如此），不仅仅在于司法考试通过率很低，更多在于

司法考试涉及面太广，复习难度大。纵观国内各种考试，有

许多考试的难度、深度是要超过司法考试的，但像司法考试

这样涉及百部以上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跨十几门部门法学

科的却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司法考试时间集中，题量大，需

要许多的记忆，也是其难度所在。有许多考生考完试之后，

形容大脑有被淘空的感觉，所经历的脑力劳动仿佛一场重体

力劳动一样。因此，要想通过司法考试，不多做些计划准备

工作是不行的，尤其是许多在职工作人员更应如此。准备工

作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时间上的统筹安排，一般来

讲司法考试至少要有三个月的准备复习时间，并且每天保证2

个小时以上，否则无法完成正常复习（看遍辅导教材就需要



一个多月时间，再加上做习题，归纳、理解、记忆等，没有

三个月下不来）。当然也有例外，笔者一位朋友去年参考仅

复习准备了7天也顺利通过，但他在2000年整整用了一年时间

通过了当年的律师资格考试。笔者今年考试满打满算也仅仅

准备了半个月，但前两次通过考试也都准备了近三个月时间

。因此，对一些无基础或基础差，工作时间紧的参考者，想

要顺利通过考试，应付司考的初识、巩固、冲刺三个复习阶

段，准备的时间可能更要长些。二是复习资料的合理选择，

一般来讲司法考试大纲、法律法规汇编是必须具备的；关于

辅导用书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司法考试已经取消了指定教

材，直接依据教材出题是微乎其微，因此辅导用书已经不显

得那么重要，但对没系统学过法律知识的人来讲，辅导用书

可以弥补其理论上的缺陷，备一套是很必要的，法学类考生

，对理论上的知识完全可以参考法学教材，不备也可以。笔

者去年参考就没有买辅导用书，今年买了却没时间看。准备

一套习题或模似试题，也是必不可少的，笔者和许多人都看

好“白皮书”这套习题，这套习题覆盖面较广、较全，而且

许多题本身就是以往的律考题，实战性很强，但缺点是答案

无解释说明，作起来很累，有时很迷惑，因此，可能的话尽

量选择答案有解释说明的试题。如果能够购买到一些对重点

法条、重要知识点进行系统归纳、整理的辅导用书，将会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体力上的准备，三个月的准备复习

，大量的用脑、记忆，没有一个好身体是吃不消的，何况是

边工作边学习，因此，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学会劳逸结合，

保证备考的需要。绝不能一味强求，否则不但身体累跨了，

学习也会被耽误，所谓强驽之末不能穿稿素。 其次，要以法



条、司法解释为基本，多且准确记忆法条和司法解释，多积

累案例，少观注理论争议。应该说司法考试讲究的是实用性

、实务性，试题及答案都是以现行生效的法律为依托的，无

论怎样考也脱离不了对法条的理解和应用。虽然司法考试?d

来?d注重法理，但纯粹的法理是有限的，分值也占的很少，

大部分的法理蕴含在具体的法条之中，因此，对具体法条的

掌握，不但是对法理的掌握，也是对法律本身的掌握。所以

就出现了不看教材只看法条就能通过司法考试的现象，笔者

去年就是一例。司考中有许多试题就是对法条、司法解释的

简单再现，故记忆重点法条、司法解释对应考是非常实用、

有效的，但记忆一定要准确，记了80%与没记忆在多项选择

中是一样的，记的不牢反而会影响正确判断。同时应多观注

最高法发布的司法判例，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适用遵循先

例原则，对法律的适用，同一案例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在

不同地区由于理解问题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2002年卷

二第10题关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同时又有受贿行为的

处罚问题，检察日报2003年6月24日、7月24日贵州、湖南两个

相同案例得出两个不同判决，2003年8月18日、10月8日两篇文

章分析同样案例亦得出两个不同结果，很多习题册在对该考

题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得出了依“理论”应择一重罪处罚的

答案，但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发布的曹旭光受贿、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案例中，将该行为肯定为数罪并罚

。2002年卷四第九题，也是一最高法发布的真实案例，此案

例在一审时被判为民事争议，二审时认定为行政争议，最高

法肯定了二审判决。虽然在我国不实行遵循先例的判例原则

，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在全国是起到成文法适用的参



照作用的，当发生分歧时，应参照最高法发布的判例。故解

决一些实际问题，最高法的判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有

些理论争议，却容易把你引向歧途，如今年卷二第73题，一

些理论与答案是不同的。所以，在自己的法律知识还不足以

明辨理论争议的取舍时，最好少观注为好。 再次，要多做些

习题，注意归纳整理相同、相似、相异知识点，找准考点，

使自己处于应试状态，避免满腹经纶，但却缺少实战应试能

力。和许多参加过律考、司考的朋友交流时，大家几乎一致

认为，参加司考必须得做题，有的朋友甚至说你只要不停的

做题就能通过考试，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足见做习题对

通过考试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不做题就通过考试的很

少，做题而通过考试的很多。事实上，通过做习题、模似试

题、以往考题，不但能巩固记忆，找准考点，而且还可以总

结、归纳相关知识点，找出对知识理解的偏差，发现对相关

知识掌握的不足，并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使自己适

应考试所要求达到的状态。司法考试题量大、考点多，有的

试题题干就涉及许多内容，如果没有平时的应试能力训练，

即使整张试卷全会，也未必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完全部试

题，这已经为许多实例所验证。 第四，要灵活掌握、运用答

题技巧，多角度分析试题，注重第一感觉，少一些优柔寡断

，切莫犹豫不决。答题是有技巧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做题慢

慢掌握并熟练应用，笔者所要强调的是答题时一定要有一种

正确的思维，即多角度分析试题，尤其是运用排除法和反推

法，这在答一些没见过或校不准的试题中很重要，实际上在

每一年的考试中都会有一些超纲题需要你用这种方法去答题

。几乎每一位参加过考试的考生都会有这种感受，即凭第一



感觉选出答案后，以后?d想?d不像，以至于更改，结果改错

，这是许多人明知道如此也改不了的毛病，因此，一定牢记

除非有100%的把握，不要更改自己的第一感觉选出的答案。

在答题中肯定会有自己叫不准的，千万不能在一道试题上浪

费一分半钟以上时间而不选出答案，这样不但浪费了宝贵的

应考时间，也容易给后面会的题形成答不完的考试压力，而

把会的答错或没有时间答。如果有剩余时间一定要仔细检查

，不要急于交卷，赛马或长跑，起初跑在前面的一般不会得

冠军，有实力的一般都在冲刺时显露出来，所以先交卷的未

必是答的好的。笔者对此有很深的感触，今年司考由于没有

心理负担追求答题时间，四张卷平均是每科提前50分钟交卷

，结果本应260分以上的成绩，却要在240分上徘徊。 第五，

要多交流、沟通考试信息、经验，少一些“闭门造车”、保

守自私。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多与互相参加考试的考生保持有

意义的联系，相互交流应试心得、信息，相互提供对方所需

要的资料，互通有无。尽量不要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外面

秋与冬。笔者去年应考就缺乏信息的交流，结果考试顺序及

内容发生变化也不知道，第一天考下来，发挥的极不好，直

接影响了应试心情。实际上与别人交流的过程，是一个相互

学习的过程，双方都能够从中受益，还结识了朋友。现今社

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竞争虽然无时不在，但群体的竞争优

势远大于个人的竞争优势，所以才会有规模经济的存在。司

法考试是一种资格性考试，而非选拔性考试，因此就更没有

必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应通过互联网等多种

方式与外界保持畅通的联系，交流信息，获取信息。开放自

己，就是提高自己。 （作者单位：辽宁省抚顺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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