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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6_88_91_E

7_9A_84_E5_8F_B8_E8_c36_480088.htm 笔者从1998年进入法律

系后，就一直非常关心一个与自己专业、前途息息相关的考

试律师资格考试（即现在的司法考试），听闻其以难度大、

通过率极低和含金量高而著称，但更加清楚此考试是每一个

有志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必须跨过的坎。笔

者在准备考试前就拜读了许多成功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的朋

友的经验之谈，觉得确实对自己顺利通过第二次司法考试起

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现在也想将自己一些备考感想与各位有

志报考的朋友分享。一、心态篇 要想顺利通过司法考试，必

须摆正心态。何谓摆正心态，笔者认为有三点： 第一，为何

参加考试；每个人做每件事都应该有他的目的，尤其是应付

如此难的考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考试目的，但有一点是必

须的，就是你报考的目的一定能给你足够的动力。有些人报

考是因为听说是中国第一试，所以就去考，以证明自己的能

力，也有些人是因为陪同其他人考而考，很显然，这些考试

原因难以给人足够的动力，缺乏足够的动力是很难在复习量

如此之大的准备过程中坚持下来的。笔者毕业后就进入律师

事务所工作，通过考试并取得律师资格是最能掌握自己前途

的方法，除此之外，几乎别无选择（此想法可能偏激），正

是有这样的原因，笔者在接近三个月的复习过程中一直都有

足够的动力。 第二，决不能抱着试试看，积累经验的想法。

这一点对于刚毕业第一次报考的考生尤其重要。很多刚毕业

的考生由于工作刚稳定和听说考试非常难，通常都有一个想



法：过不了是正常的，反正自己才第一次报考，以后机会很

多，就当积累经验。笔者认为这想法是非常致命的，如果抱

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极其容易在艰苦的复习过程中缴械投降

。考试是否能一次就通过是另一回事，但考生一定要有一次

通过、破釜沉舟的决心。 第三、尽量淡化自己是否法律科班

出身对复习的影响。在考试的前后一段时间里，笔者在几大

司考论坛都能见到“非法本”与“法本”的争论，笔者无意

对此作评论，而特别想强调的是法律科班出身的考生在准备

考试的时候不要将科班出身过多考虑，甚至应该忽略。笔者

作为一名法律本科生，觉得法律本科教育注重的是对学生法

律意识和逻辑思考的培养，以及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掌握，或

者说更多的是对学生予以法学理论的灌输。而司法考试虽然

对理论考核的分量有所加重，但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法律实际

操作，更多是考法律条文。正由于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这种

互不衔接的现实情况，法律科班出身的考生一开始切勿有任

何吃老本就可轻易通过考试的念头，必须踏踏实实，甚至要

有从头学起的准备。如果能做到，法律科班出身的你才会在

复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优势所在。而非法本考生更加不

应该有任何没有学过法律很难通过考试的顾虑，司法考试毕

竟是考试，而不是法律研究，只要你能按部就班并能坚持不

懈地学习教材和法律法规，通过考试的比率并不就比法本生

低。事实上，从近年来的考试通过情况来看，非法本的通过

率甚至要比法本高，这是否司法考试的制度有缺陷另当别论

。但能给各位考生一个信息：是否法律科班出身关系不大，

关键还是自身的努力。 上述三点都能做到了就等于摆正心态

，意味着在考试的路上踏出坚实的第一步。 二、准备篇 这里



说的准备是指正式开始复习前的准备，可分为两步走： 1、

开卷把前两年的真题做一遍，开卷的意思是对着当年的教材

以及法律条文去做。这样你能把可以直接在教材或条文中找

出答案的题目挑出来，并将这些题目在整卷中所占比例进行

计算。你就会很清楚哪些题只要你肯下苦功去攻教材、条文

就必然稳拿下来，哪些题是怎样看书最后还是要临场发挥去

碰的。笔者开卷做题后，就发现宪法、三国法（即国际法、

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以及刑法是必须看教材且可以只看

教材就能稳拿大部分的分，三大诉讼法及经济法就是直接考

条文，而法理学和职业道德只能靠所谓的理解，对着教材仍

不知答案是哪个。有了这样的了解后，你能更容易订好复习

计划以及对复习重点更好地把握住。 2、将前两年的真题的

考点一一列出，尤其是三国法，宪法和刑法。因为这样大的

考试，连续两年或隔年考同一个点的机率是很低的，你可以

在复习时将这些考点基本放弃不看，除非你觉得其他的都已

经胸有成竹了。但同时又要特别留意这些考点的考法，以便

去了解出题者的出题思路，也就是他们想要考你什么。笔者

在研究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宪法以及三国法的题目时就发现，

答案通常就是书上一小段中的连续几个小要点，甚至是一句

话中的几个点，而这些往往是我们在复习时容易忘记和忽略

的。有此了解，笔者在复习宪法和三国法时就能对“症”下

药，在考试中这两门的题目也确实做得相当满意。 总而言之

，做好这两步准备就是要使复习尽量踩到点子上，避免多做

无用功。 三、资料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司法考

试的复习量大是众所周知的，但毕竟人的精力以及时间是有

限的，那么复习时需要看哪些材料呢？笔者复习用的资料就



三样：《辅导用书》、《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司考导览》

。 1、《辅导用书》，可以说是复习资料中的权威材料。该

用书共有三本，但并非每本都是必读的。做好上面所说的两

点准备后会发现，第一本中的宪法、法制史、三国法部分；

第二本的刑法部分、行政法部分；第三本中的“无因管理”

和“不当得利”两章都是应该精读且尽量记忆下来的。当然

如果是非法本的考生，第三本中的民法理论应该多读而不限

于那两章（这应该是法本的一些优势吧）。至于辅导用书的

其他内容可以略看甚至不看。 2、《法律法规汇编》，三大

诉讼法以及经济法部分就要靠看法律条文来复习就足够了，

当然有些民法中部门法如《合同法》、《婚姻法》也需要着

重看法律条文。 3、《司考导览》，这是笔者参考之前别人

的成功经验而选择的辅导材料，此套用书的特点是按照司考

科目的顺序将其体系化，并对一些历年的真题作分析。但笔

者一般都是在复习完某个部分才去看此书的，能帮自己将已

掌握但未能体系化的知识点归纳好。 至于是否需要做习题，

笔者觉得必要性不大。主要是现有的习题集过多，很多都是

互相抄袭的，质量不高。充其量就把近两年的真题再做一遍

就足够了，为了也只是要找找做题时的感觉和速度。四、方

法篇 曾经有朋友告诉笔者，司法考试太多东西要记，很多东

西开始时是记得很熟的，但隔了一个月后看起来感觉完全陌

生，令他很有挫折感，复习越来越没信心，最后干脆放弃。

这样的经历可能很多考生都有过，笔者认为要避免此种情况

出现，除了上面第一点就说的要摆正心态外，记忆的方法也

分外重要。 司法考试复习量虽大，但只要保证充足的时间，

一个个将其攻克下来是完全有可能的。笔者在记忆的时候有



一个原则：宁愿记忆的进程慢一点，都要保证每次记忆的质

量。世界上有个著名的“艾宾浩斯记忆曲线”，核心内容就

是人的记忆每隔一段时间（记忆周期）就会遗忘，而在周期

前必须要将记忆的东西再重复记忆一次，这样做的话，离下

一次遗忘所间隔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一句话，记忆就是重

复。 在复习中要隔多久就要重复一次呢？笔者建议在刚开始

记忆的时候应该在第二天就重复一次，然后一个星期后再重

复一次，三个星期后再重复一次，这样你会发现越到后来记

忆起来的时间越短，记忆得越牢固，成就感就越大，复习的

压力自然也越来越小。笔者在复习刑法、三大诉讼法等重点

时，基本都重复过三遍以上。还有就是要懂得如何利用时间

段去重复，如上午、晚上记忆新的东西，下午就去重复记忆

旧的，这样错开地复习，令你既有新鲜感也有成就感。 科目

复习的顺序笔者也想略带说一下，切勿有“到一处打一枪”

的打算，这样容易导致复习无法建立体系。一般应该先把一

些有关系的科目连在一起复习，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民法

与民事诉讼法，三国法，最后才复习宪法、法制史这些独立

的科目。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如何去记忆法律和司法解释，在

司法考试中，考司法解释的题目占了相当的比例，特别是三

大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这块分数是志在必夺的。可三大诉讼

法的条文都已经让人晕头转向了，还要加上动辄几百条的司

法解释，如何应付得了？笔者的经验是：因为司法解释中的

东西都是与法律条文有着逻辑关系的，所以应以法律条文为

本，然后再去记忆那些以法律条文为基础的司法解释，也就

是说先将司法解释打散再按照其与某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将

其融入到法律中去。如此一来，在你记忆某法律条文时马上



就会联想到该条文有什么司法解释。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三

大诉讼法与其司法解释，也同样适用于合同法、婚姻法的司

法解释。五、时间篇 究竟要准备多长时间才能有把握通过考

试其实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是脱产复习的，因此

只对脱产复习的情况谈一下。如果是脱产复习，三个月的时

间应该是足够的，充其量也就是三个半月，当然这是建立在

考生能全身心投入复习的基础上的。因为复习司考是一个很

枯燥的过程，人总会出现厌倦的情绪，如果将时间拖得太长

，这种情绪反复出现的机会就增多，这样反而会令复习的效

果事倍功半。 至于每天复习的时间，笔者建议为10个小时左

右，早上4个小时，中午3个小时，晚上3-4小时。这样划分时

间段对于复习的科目安排是很有好处的。六、结束语 笔者以

上的五点不敢说是成功经验，仅仅是自己的一点体会。但笔

者确实感受到参加司法考试，只要你是认真投入过的，无论

是否能通过，都绝对是人生中一段相当难忘和有用的经历，

它能让你重新寻回一种学习的感觉和兴趣。有一点笔者特别

提醒的，在复习到某个阶段时，会莫名地出现低潮期，你会

很厌倦复习，甚至见到书就想吐，这是很正常的，每个人在

高强度的复习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越是这种情况下越

要坚持下去，这段时间效率暂时不重要，哪怕每天只看上几

页书也是成功的。最后，笔者衷心祝愿所有付出努力的考生

都能得偿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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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