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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改为国家司法考试。2002年全国有近40万人参加，司

法考试无论从规模，规范性，考试性质及社会意义上讲，都

是全国第一大职业资格考试。司法考试与传统的考试相比有

着本质上的不同，现行的考试制度与考生的传统心理出现很

大的冲突。一、通过率太低，没有信心 首次司法考试，通过

人数为24000人，通过率为7%，以前历届律考通过率也大约

在10%左右，这么低的通过率使考生望而生畏，缺乏必胜的

信心，其实只要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另外的情形。参加司

考的考生大多是在职人员或成年人，都是边工作，边学习，

普遍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只有少部分人是怀着必胜的信

心，全力以赴来参加考试的，而通过的7%，正是这全力以赴

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单就全力以赴这部分人来计算，通过

率是相当高的。只不过，试试看的人数量巨大，通过率就显

得低了。所以参加司考就要志在必得，全力以赴。有了这个

态度，加上正确的学习方法，科学的教材，全面的指导，过

关并不是难事。相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则是不能过关的。通

过以上分析，就可知道，通过率低并不是可怕的事了。二、

司法考试变化性太大，无所适从 司法考试时间不确定，司法

考试到底什么时间考，这是考生最关心，也是咨询得最多的

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传统的考试心理与司考制度的冲突，传

统的考试心理是必须知道了确切的考试时间，考生才会开始

学习，否则就不能有目的的开始学习，现代的考试则是对人



的素质的一种测量。机会，只有那些时刻准备着的人才能抓

住，突然考试，只有那些平时注重法律修养，注重学习积累

的人才能通过，如果只为考试而学习，考试完毕就成了法盲

，就很难适应这种考试制度了。 其实司考不论什么时间考，

肯定得考，考试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赶快学习啦，

与其在夕阳西下之际幻想什么，还不如在旭日东升之时你立

即投入战斗。 司法考试大纲每年都变化，考试的内容有变化

，每年法律、法规有变化，而且每年考生得到大纲距离考试

的时间只有几个月，绝大多数的考生不知所措，只好放弃。

其实，司考无论怎么变，法律的主要内容，基本原理，基本

精神是不会变的，我们做过统计，司考的题目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基础的内容，一部分是变动性大的内容，这基本的

部分占90%以上，变化性大的内容不超过10%，决定一个考生

是否过关是基本的部分，而不是变化性的部分。也就是说，

一个人，他的法律修养有多深，法学功底有多扎实，指的就

是对基础部分的掌握情况。基础部分是考生平时就应学懂弄

通的，变化性部分在大纲公布后再看完全来得及，所以考生

平时就应学习，打好扎实基础，等大纲下来再看变化的部分

，很多考生等待大纲下来才开始学习，那是不对的，应该开

始了。 司法考试无论怎么变，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

，实乃上策。须知道，不变的东西是主要的，大部分的；变

的东西是次要的，是少部分的。三、司法考试的考察点与传

统考试考察点有很大区别 常听见有的考生说，司考（以前的

律考）太难了，很多博士、硕士纷纷落马，很多人一考就是

好几年。2002年全国首届司法考试结束，记者采访一考生，

摘录如下：（考生李小姐：北京某名牌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二



年级） 记者：考得怎么样？走进与走出考场有什么感觉没有

？ 李小姐：考的不好。虽然可能不可避免地明年还要参加考

试，但现在总算考完了。再说，万一我命好，过了呢？ 走进

考场的时候真的是很紧张，比当年的高考好象还要紧张，每

一次走出考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一场结束以后觉得可以

。第二、三次走出考场就非常沮丧了，到考完了，就什么感

觉都没有了。回到宿舍，大家都在对答案，才发现自己原来

错的很多。很多时候我都不敢听了，不过还是挺佩服他们的

，这么多题目，他们都还记得。 记者：考试过程中有没有什

么难忘的经历？ 李小姐：倒是有这么一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

的难忘。因为我们同学很多都是在一起报名的，就有一个研

究生三年级的民商法的学生跟我在一个考场，他是一个男生

，也是从外地考过来的，学习很用功，没有女朋友，也不象

其他人在外面打工挣钱，就是一门心思地学习，导师也是非

常有名气的民商法领域的专家级人物。考第三卷时民商法理

应是他的强项，但是他最后竟没有答完，到老师收卷的时候

，他还在填答题卡。当时，他脸都白了，一直低着头写，嘴

里还说着：“求求你，就一会儿了。”收卷的老师就说：“

不行啊，再等下去我们是违反规定的。” 我最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没有做完，是不是想得太多的原因，另一个就是考试

制度真的是很摧残人啊！可能是考试这种方式是目前最为公

正、公平、公开的了，可是一想起那时的场景，就觉得悲哀

。 司法考试真的那么难吗？实际上司考并不是什么高水平的

考试，只是我们传统的应试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形式有很大不

同而已。 我们国家的法学教育是法理性教育，考试的方式也

是从理论到理论，而司法考试是考察考生在实际案例中应用



法律的能力。考试方式是从理论实践的过程，司考的考察点

是考生对法律的适用能力。法条是死的，是抽象的文字，怎

样把抽象的法条还原到实际中去，这就需要深刻理解法条中

蕴含的基本含义，基本精神。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存在着情

理、是非，有的考生不自觉的利用情理去解决问题，这就错

了，有时你认为合情合理的不一定合法，所以我们要养成用

法律来思维的习惯。 加之，一个案例不一定能用一条法律来

解决，有时是需要很多个法条才能解决的，这就要求考生做

到对法律的全面理解。 总之，参加司法考试，要改变传统的

理论性思维，要有很强的实际运用能力，这种能力是平时苦

练得来的。考生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复习法律知识是不够的

，而要在平时多练习，培养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考试时才能得心应手。四、总结 司考是主动的，是对素质

的测量，考生要改变被动的应试心理状态，注意平时的积累

练习，不要等待考试大纲公布再开始复习，要扎扎实实打下

基础，以不变应万变。特别说明：本文由“中国律师杂志社

司法考试培训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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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