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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A_8C_E4_B9_8B_E8_c36_480042.htm 去年终于通过了国

家司法考试，如果从2000年毕业之后参加的律师资格考试开

始算，我是“留级”三年才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法院工作，

司法考试是一道早晚要逾越的门槛，喜悦的心情自不待言，

确实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回顾这四年漫漫司考历程，可以总

结的实在太多太多，成功的经验虽然只是一点点，可也有不

少值得大家引以为戒的惨痛教训。我愿意把这些东西都拿出

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如果能对其他尚没有通过司考的学友有

些许的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我来看，要通过司法考试

，复习的方法至关重要。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复习的时候也

需要因人而异，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我是一名法学本科毕

业生，我主要就从法本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经验。 一、摆正心

态。 根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没有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中，因

为信心不足或者根本没有打算考过的人占到了85％以上，司

考名师李建伟博士曾经对这一现象有过很精辟的分析。实际

上，没有抱着必过的信念，怎么可能会付出全部的努力？觉

得自己复习的差不多，模拟练习成绩都在及格线上下，如果

运气好就能考过，这样的考生也不在少数。其实，侥幸心理

实不足取，每年220－229、230－239是人数最多两个分数段

，239和240就是地狱和天堂，真要是仅差那么几分就只能徒

唤奈何了。有的考生抱着练兵的目的，说考不考过都无所谓

。我想即便是如此最好也还是定下必过的目标，认真准备，

即使没有考过也为以后的复习提供准确的参考，毕竟，没有



全身心投入而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偏差。 通过司考的人当

中，非法本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以前从没有

接触过法律可一次考试就通过了，反观我们这些所谓的法本

生却没有这么幸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我们大

学四年的系统学习出来的“正规军”还比不过那些土枪土炮

武装的“杂牌军”吗？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

。法本的考生特别是刚刚毕业第一次参加司考的考生，往往

认为考试内容都是以前上学时学习过的，自己的理论基础扎

实，不需要费太大的功夫，不自觉的产生轻敌思想。我在第

一次参加2000年律考的时候，就犯了这样的大忌。我当时的

复习也算是比较全面，可确确实实始终有一种浮躁的情绪，

背法条的时候静不下心，觉得东西太琐碎，虽然翻来覆去看

了不少遍，但是背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加上没有经验，对

第四卷的案例分析准备不足，结果以四分之差遗憾落榜。现

在想起来，虽然四年当中所有的理论和科目都曾经学习过，

期末考试也都考察过，可是基本的知识和概念毕竟还有许多

模糊的地方，这些被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司法考试的考察

方式与学校考试有很大的区别，司考注重的是实践，学校教

育侧重在理论；司考每题都是一个小小的案例，学校考试多

是名词解释、简答题形式；司考考的就是对概念的准确和熟

练运用，而学校考试要求的是理论深度与宏观的把握。法本

考生在角色的转换上不如非法本的考生，容易在惯常的思维

模式影响下导致复习出现偏差。所以，踏下心来，稍安勿躁

，按部就班的复习是非常必要的。 二、掌握复习方法 复习是

件苦差使，应该说没有什么取巧的办法。14门法学专业主干

课程杂揉到四张卷子里，复习的工作量是如此之大，通过率



又是如此之低，所以不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是不行的。我

个人认为，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司考，除了自己看书做题之外

，有必要报一个口碑好、指导性强的辅导班。应试教育是中

国教育的通病，但也是屡试不爽的过关良方。有几个举办多

年的辅导班，长期研究司考，掌握了很多考生个人无法获得

的资源，学员的通过率是很高的。我去年考前三个月上了一

个辅导班，感觉针对性很强，尤其他们对考试走向的把握上

非常准确，老师的讲课带动了复习，获益颇多。 很多通过司

考的人说从何时开始复习为好的答案都不一样，或长或短，

我个人认为从考前半年开始动手比较合适。当然，我属于基

础比较差，笨鸟先飞的类型，如果连我都能考过，相信大家

复习半年一样都没有任何问题。复习并不是都要一股劲，一

样的密度，始终保持冲刺的状态既不科学也不现实，保持循

序渐进会很有好处，有必要作一个整体性的安排。我从考前

半年开始看教材，这种看法是比较仔细、比较认真的看，目

的是对每一个知识点进行梳理，力求搞清每一个基本概念。

这时不用高度紧张，只要能保证每天按自己的计划进行就可

以。如此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整个教材看了一遍（第一册

看了两遍）。期间，找一些历年的真题练习，对自己现有水

平有准确的定位。考前三个月上辅导班，在上辅导班的这一

个月多里，按照老师的要求复习。在课堂讲解的基础上对一

些平时接触少，印象不深刻的知识加深记忆，同时开始法条

的复习。上完辅导班还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就是大

面积的背法条，同时对教材粗线条的反复看，每天作一定的

练习题，提高熟练程度。最后要留出考前一个月的时间进行

冲刺，这时就大面积的做题，可以完全抛开教材，只留法条



。 以上说的是复习的时间安排，在合理分配时间的基础上最

重要的就是对复习内容的有效安排了。李建伟博士有句名言

是“司考是门放弃的艺术”，说得很有道理。每门法在司考

中的比重不同，如民法能够占到100分左右，历来有“得民法

者得天下”的说法，而像法理、法制史只占到10分左右，差

距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不要贪多嚼不烂，每个部门法都想

看个明白、记个清楚，把大量宝贵的时间花在一些分值较小

、又不容易得分的部门法上实在不符合效率原则。 我个人认

为，第一卷中的法理和经济法是完全可以舍弃的，没时间不

看，有时间简单看看。因为法理题目灵活，而经济法太多太

碎，背了不一定能得几分。重点看的应该是法制史、法律职

业道德和三国法中的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因为法制史和

法律职业道德没有什么理论问题，完全是教材上的内容，不

用理解全凭记忆，只要背了就有分，这样的分数应该说是最

好拿的。三国法的分值在35分上下，其中得分难度最大的是

国际法。有人认为国际法最容易，看起书来也有兴趣，其实

国际法的10分内容分散在教材的10章当中，一章一分，出题

没有规律可循，而且内容也是极其琐碎，所以这10分最不好

拿。而三国法中的国际私法是最容易得分的，除了几个简单

的基本概念比如转致、反致之外，所考察的内容全在民法通

则、民通意见、民讼法、民诉意见等关于法律适用和管辖的

几十个法条当中，把这些法条全背下来，国际私法的分数就

全部拿到手了。国际经济法很多考生平时接触很少，内容繁

杂，理论难度较大，但实际上其15分左右的考点主要就分布

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货物运输、贸易术语、运输保险这四

大部分里面，其他像国际支付、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



税法等几章总共只有1、2分，可以算作“垃圾章节”。国际

货物买卖合同和第三卷的合同法内容基本一致，放在一起复

习即可。上面这四大块各自独立，内容互不相干，只要分别

下功夫各个击破，国际经济法也就算是搞定了。 第二卷中的

易得分部分是两个诉讼法，完全是法条，不仅要背刑诉法和

行政诉讼法，还有刑诉解释、六机关规定、检察院规则、行

政诉讼法解释等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定。当然，这部分法条实

在太多，如何记忆是个问题，但如果手中有《重点法条解读

》这本书就好办多了。我觉得开始看教材和法条要快速，不

要翻来覆去看一块内容，想把它记住之后再往下看。不管是

教材还是法条，第一、二遍不要指望能记住多少，从记忆的

规律上说，开始遗忘的总要比记住得多，但通过不断的强化

记住的会越来越多，“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就是这个道理

。反复看、通过做题加深记忆，如果能看四遍以上，那么印

象应该就很深了。第二卷中的刑法部分最不容易得分。我一

直就从事刑事工作，去年考前还自以为刑法学得比较好，可

是最后刑法部分得分最低。原因就在于刑法理论难度最大，

各种罪名繁杂，出题最灵活，对刑法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只有在熟练掌握总则理论的基础上多做练习题，达到熟能生

巧。行政法很多考生也很头疼，因为平时接触不到，理论和

具体规定生疏。我建议主要以看教材为主兼顾法条，只有弄

明白基本的理论才能记清楚。好在行政法分值不是很多。第

三卷每年都普遍是得分最高的一卷，我以为商法中的三资企

业法、破产法和票据、保险、海商可以不作重点，其他都是

重中之重。第三卷的教材可以少看一点，出题基本上是依法

条而设计，所以背法条是主要的手段，没有其它的好办法。 



第四卷没有什么好说的，主要是做题的技巧问题，如果前三

卷的内容复习到家，第四卷应该也不会出大的问题。 三、重

视总结技巧 不论是复习还是考试，都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平时注意总结并发现一些窍门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

复习，我在背书之余找一些口碑比较好的练习题，复习到哪

个部分就同步做那个部分的练习，不等到把书都看完了再做

题，趁热打铁效果比较好。背书的时候我习惯交叉进行，也

就是看一、两个小时教材，看一、两个小时法条；看一会刑

法，看一会民法。我感觉如果长时间看一个内容精力不容易

集中，效率反而降低。我经常还在一些司考网站上进行浏览

，和别的考生交流交流经验，探讨一些难题，这样比自己在

家闭门造车要好得多。有的网站上为大家共享的一些资源是

很不错的。通过三次考试，我逐渐感觉到第一卷的重要性。

要达到240分，每卷平均应该60分，但第四卷历来普遍很低，

平均分都在30－40分之间，而且考虑到判卷等因素还是不要

把宝押在第四卷上，如果能够保证前三卷达到200分，那么通

过司考就会非常轻松。在前三卷中我感觉由于第一卷题目基

本以死记硬背的为主，如果确实下到了功夫，那么分数最容

易提高。去年的第一册教材我反复看了四遍，结果第一卷考

了73分。如果前三卷中有一卷能上70分，另外两卷都在60分

左右，那么基本就可以过关了。第三卷对于法本学生来讲应

该不会太低，因此在努力提高第一卷分数的情况下，对第二

卷的内容花些力气，这样突出重点，主次分明，应该会有一

个满意的效果。 最后，我想谈谈在考场上的一些心得。在前

三卷的选择题中，很多时候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因为每

张卷子有40％左右是难度最小的送分题，不要因为做了大量



难度大的练习题，就把司法考试的题目全看成是陷阱，前思

后想、犹豫不定，总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我们都

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在做练习题的时候想得越多越容易出错

。许多题目都是依法条而设题，分析题的时候尽量去寻找相

应的法条而不要盲目就事论事、不知所措，再纷繁复杂的法

律关系，只要能找到它在法律条文上的依据那就会迎刃而解

了。在多选题中我觉得排除法的效率很高，每题有两个以上

的正确答案，四个备选答案中只要能排除一个难度就大大降

低了。当然，在单选和不定项里也可以适当运用这个方法。

不定项选择往往是一个中型的案例而引出的数个相互有关联

的问题，这一点和第四卷的案例分析有些相象，如果第一问

就答错了很可能导致后面的所有设问一分不得，所以一开始

一定要慎重。如果第一问就拿不准，不妨后面的问题选择与

前面截然相反的思路得出的答案，以提高保险系数。提起第

四卷的案例分析总让很多考生感到头疼，我也不例外，经历

三次考试，我到现在还是对第四卷把握不太准。去年考前我

给自己第四卷定的目标是50分，考完之后自己估分是65分，

可最后成绩只有56分。考场上总的感觉是时间紧迫，十几道

大题平均用时应该在15分钟左右，所以一定要掌握好时间。

关于每题的设问方式都不尽相同，答题的时候切忌洋洋洒洒

，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阅卷老师不会给你仔细寻找得分点

。作答要有针对性，问什么答什么，每一问的序号要写清楚

，让人一目了然。如果某题只问了应该怎么样，而没问为什

么，那么要不要写理由？我个人认为应该写，抓住重点、言

简意赅，而且要用法言法语，只要让阅卷的人明白你的思路

就可以了。 以上只是我个人对司法考试的一点点心得，有很



多不成熟的地方。大家的基础不同，学习能力也不一样，我

把自己曾经的经验和教训拿出来，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有

价值的参考。我相信只要坚定信心，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到

达成功的彼岸。 预祝大家顺利通过司法考试！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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