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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系毕业后到法院从事行政工作，因不满足于在专业化很强

的法院中扮演一个边缘化的角色，遂痛下决心要借通过司法

考试来提高身价，并给自己立下了一条军令状，必须在2003

年通过考试。虽然立志很高，但人在单位，身不由己，先是

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来熟悉手头的工作以及各种关系，

到2003年年初准备大干一番时，不想又碰上了非典，如此折

腾了几个月，等到真正静心坐下来复习考试已经是五月底了

。当时，正好赶上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的出版，于是就去买了

一套，从头开始，逐字逐句的开始学习兼复习起法律知识来

。五个月后，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总算如愿以偿的通

过了考试。虽然关于司考已经有太多的人谈了自己的经验、

感受，但正如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只有自己

的亲身体验才是最真实，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为能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下面我就把司考历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作一番

详述，若因此而花去您的阅读时间，还请见谅。 第一，正确

认识司法考试。正式开始复习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许多关

于司法考试的经验之谈，很多人把司法考试称之为中国第一

大考试，为了司法考试甚至必须经历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的

痛苦，总之说它有如何如何之难。看完这些，我的心头已经

凉了半截，感觉自己要想通过司法考试真有点像痴人说梦，

但幸好许多非法学专业人士通过司法考试的成功经验让我重

新树立起了坚定的信心。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觉得没必要



把司法考试看得太难，毕竟它只是一门考试，而且是一门举

行了多年的考试（包括律考），有它内在的规律和特点，在

这方面很多人已经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考试经验和技巧

。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充分利用前人的工作成果，首先对司法

考试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各个部门法的分值比例等一些宏观

性的东西有一个基本上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个人情

况，合理安排、分配复习时间，制定复习计划，并予以落实

。 第二，准备几套搭配合理的复习用书。“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对于一个从未系统学习过法律的人来说，选择

好的复习用书实在是太重要了，它能让你的学习进度和学习

效率得到有效的保证。记得我以前在学校里玩《三国群英传

》游戏时就碰到了兵种搭配的问题，其中有弓箭兵、长枪兵

、锤兵、链兵、弩兵、武斗兵，每个兵种都由自己的长处，

因此每次带兵出去都要合理搭配，如此才能做到战无不胜、

攻无不取。因此在这里不妨把参加司法考试比作玩电脑游戏

，只有作战兵种齐全，阵容合理搭配，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详细说来，主要有这么几种： 指导用书。司法部的《

司法考试辅导用书》和“两高”出的辅导用书都很权威，如

果您是一名初学者，您至少应该买其中的一种。当然，如果

您觉得不想花这笔钱，那么司法考试的报名费您也可以一并

省下来了。 法条。在掌握了基本知识之后，法条比指导用书

更重要，考试中的许多问题只要掌握了相应的法条就立马能

答出来。每年司法部都会出一本全新的法律汇编，如果您已

经有了往年的法律汇编，也可以试情况而买。 重点法条详解

与注释。司法考试所涉及的法条实在太多了，单看法律汇编

这本书就能把您的信心打消一半，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光



看法条真是费力不讨好，既枯燥，效率又低。司法考试的大

部分分值都集中在重点法条中，擒贼先擒王，把重点法条都

搞明白了，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我私下里觉得用的比较顺

手的有《司法考试辅导用书重点法条导读》，刘东根主编，

法律出版社（在此绝无作广告之意，虽然据说编者是我的校

友）。这一套书对司考所涉及的重点法条逐条进行了解释之

后，并且附有一两道历年考试真题，可以帮助初学者更好地

理解法律条文的含义以及其具体应用的方法，适合反复咀嚼

。 历年真题。做历年真题是最好的热身赛。《国家司法考试

分类试题详解及应试技巧》，肖胜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此书已经被多人所提及，成为司考的经典。在这里我

想提一点的是，可以把该书和法条结合起来看，因为对于一

个初学者来说，有时光看法条很难理解，尤其是对一些法条

在考试中的表现形式不好把握，因此在看法条时，可以适当

的作点历年真题，可以更好地理解法条的含义和它的应用。 

模考试题。如果没有参加过司考或律考，在考试之前，最好

买一套同时附有参考答案和试题分析的模拟题。 第三，制定

备考进度。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要想给出一个明确的学

习进度其实很难，但不管如何，制定一个大概的学习进度是

很有必要的。在这里，我也想把自己的学习进度与大家分享

一下。 第一步通读全书。因为没有系统学过法律，所以第一

遍我把指导用书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细看了一遍，不管重点与

非重点。万事开头难，第一遍看书属于打基础阶段，也是最

难受的时候，当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大量的法律专业术语，

有点洗脑的感觉，这个时候一定要咬牙坚持住，通过这一关

，就等于打通了任督二脉，为以后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一个



坚实的基础。 第二步法条与书本结合。第二轮复习时，程序

法基本上只看法条与法条详解了，其他部分还是老老实实的

看了一遍书，不过有意识地区分了重点与非重点。此时属于

巩固阶段，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的冲动与新鲜感，不可避免地

会出现“阅读疲劳”，因此要力戒厌烦感，守住一颗心。 第

三步看法条与做题相结合。学的知识只有在做题中才能发挥

真正的用处，做题就有点像在战场上杀敌，一通激战下来，

可能会疲惫不堪，但也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和轻松，因为

此时说明你的功力又进了一层。看法条与做题齐头并进，是

克敌制胜的绝招。 第四步查漏补缺。针对做题中发现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进行查漏补缺，尤其对于一些重点内容，可以

多花一些时间巩固一下。 第五步模考。在考试前做两套模考

题是必要的，它可以让你找找考试的感觉，但模考毕竟不等

同于现场，不要过于看重模考的分数。 第四，复习当中要“

细”字当头。之所以把这点单提出来，是因为很多人说了司

考复习的很多方法，方法多了也不太好，容易让人分心。我

在此次考试中觉得有好几个题目，感觉都很熟悉，就是不能

太确定。主要问题就是在于平时看得还不够仔细，记得还不

够精确。对于一些重要的法条，尤其是三大程序法，一定要

逐字逐句的进行复习，往年的刑事诉讼法的案例题要求挑错

，出的非常细，甚至到了抠字眼的地步。像宪法、法理、中

外法制史以及程序法，都要细字当头，只要知识点看到了，

考试时就能手到擒来。 第五，选择辅导班要三思而后行。去

年在刚开始复习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初学者，单靠自己复

习没有太大的把握，在一开始就打算报一个辅导班。经过一

段时间的考察和内部人士的交流，对辅导班的作用有了一个



比较准确的认识。事实上，一些辅导班的授课老师都是一些

法学博士、硕士生，他们也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就能通过考试

，所以总的来说辅导班并没有传说的那么神。“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参加辅导班主要是了解一些司法考试的特

征以及复习重点，细节问题还是要自己在下课后用心吃透。

我认为选择辅导班要视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尤其要考虑辅

导班在时间上的机会成本，如果上课地点离的较远，每次去

上课在路上都要花很长时间，那么还不如充分利用这些时间

进行自学。现在多媒体技术很发达了，可以买一些讲课录像

或录音在家里学着，效果是差不多的。 第六，养足精神上场

杀敌。近年来司法客观题主观化的趋势越来越强，很多题目

都是一个小案例，读题就需要很大的精力；如果再加上考点

离家较远，一大早就要起来，睡眠不够，体力上得不到保证

，那将会直接影响到考试的成绩。事实上，在此次考试中，

我就因体力不足而差点放弃了考试。第一天下午考第二卷时

，由于刑法试题的难度较大，需要靠理解的题目较多，再加

上上午考完试以后，中午就光吃饭了，没有来得及休息。所

以等做到一半以后，发现每道题都吃不准，此时一阵睡意袭

来，顿时感觉心灰意懒，差点就想放弃算了。靠在桌上歇了

十分钟左右，才感觉精神好了点，总算是度过了一个难关。 

最后我还想提一点，上文说道通过考试得益于“天时、地利

、人和”，这决不是一句套语，而且有实情的，具体来说，

司法考试最后定于10月中旬举行，给了我较为充裕的准备时

间，这是天时；身处法院，不可避免地要受法律的耳濡目染

，这是地利；同事中有不少的法学硕士，一有问题就随时提

出，并总能得到满意的解答，这是人和。有此三者再加上个



人的恒心和勤奋，这些都为通过司考增加了砝码。 以上是个

人的一些粗浅体会，罗嗦了这么多，总的就是一句话，希望

老天不负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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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