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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96_E6_95_99_E8_c36_480045.htm 要准备司考，首先要有

足够的心理准备，树立必胜的信心，其次要有足够的时间学

习和思考。接下来就谈点自己的看法，算做是失败的教训吧

。总结起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但以下几点应该具有共性： 第一，要有一个全面的、有针对

性的复习学习计划或者安排。 无论是法本还是非法本，也无

论是否有，有长或短的工作经历，但复习时间总是有的，学

习条件和环境总是具备的，所不同的是复习时间多少不同，

学习的条件和环境有所差别而已。但我个人认为，每个人都

应当有个全面的复习计划并且有针对性。全面是指既包括司

考各科学习复习安排，也包括各个阶段的复习安排，包括司

考过程中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安排，诸如什么时候做什么，什

么时候不做什么，做到什么样，这些都应该自己心中有数。

我自己这方面是失败的，开始没有专门投入时间收集资料，

后来又投入太多时间收集资料，迟迟不能进入状态。对自己

的复习重难点以及各科复习安排失当。最明显的是对第一卷

的安排，我原计划安排到最后来看，来背，因为第一卷主要

是背，但第一卷的内容需要背的内容太多了，最后阶段还有

其它事情要做，根本来不及。而且我还要说的是，尽管你自

己认为第一卷基础不错这样安排也不可取。司考教材上的观

点才是标准答案，原来你自己的观点反而容易误导。要说最

大失败之处就在于此也未尝不对。其实第一卷是最容易拿分

的，没有什么好说的，背住了就行了。所以第一卷的教材要



多安排时间看，早看。 第二，有了全面的针对性复习计划，

要尽量按照执行。 有了全面的针对性的复习计划或者安排，

只是前提，关键是要按照既定计划去做。我相信很多人都是

凡人，是凡人就都或多或少有自己乐此不疲的爱好，我个人

喜欢泡网，喜欢打游戏。司考复习的开始阶段我为了收集资

料，长时间泡在网上，中间以及最后阶段我又借口劳逸结合

打游戏，这些都占去了我本来不是很多的宝贵学习时间。现

在大家对类似的事情应该引以为戒，这些事情一定要控制，

不是不可以做，但一定要适度，司考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必须踏踏实实的复习准备才行。我认为司考复习过程中的劳

逸结合是必要的，但不要玩得过多，更不能无所顾忌的娱乐

，甚至不加控制地冲淡司考的主题。即使为了司考也不能无

节制地泡网。 第三，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持之以恒。 我

认为，对学习方法做到 “活知识学死，死知识学活 ” 就可以

。这十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真难。从以前的律考到如

今的司考，难度无疑在逐年增加，2003年的司考更体突出了

注重理论和明显的客观题主观化倾向。但针对通过司考这样

一个资格考试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行的，万变不离其宗嘛。 

司考一定会考很多死知识的，而且法学各科有很多知识没有

什么好讲的，就是死知识，比如程序法的内容我认为大部分

都是死知识，而且司考试题以现行法律法规为直接依据，有

相当多的试题直接就是考法条本身的内容，这些都可归为死

知识一类。典型的如 2003年考的仲裁法中 “ 当事人请求裁决

书中不要写明下列事项，哪些事项仲裁庭可以准许 ” 的那个

题，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只能瞎猜，猜对是运气，完全靠

深厚理论功底分析并作对者寥寥无几。无论司考如何发展，



属于考死知识的仍然占相当大比例，所以才有人把所有法条

抄写三遍而通过司考者这样的特例！但大家都知道，司考涉

及的法条数量非常多，如何把死知识学好呢，看或记重点法

条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李建伟 博士的重点法条很出名，原因

也大概在此吧。我个人认为，掌握死知识千万不能完全靠死

记硬背，要活学活用。具体就是多归纳总结，多比较，学会

知识的迁移。死知识也要学活，能够活学活用最好。 活知识

也好，死知识也罢，其实二者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完全对

立的，学活与学死也是相对的，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努力付

出！ 以上是我对思考的一点看法，愿可取之处与大家共勉，

不足之处和大家共同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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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