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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4_B8_A4_

E4_B8_AA_E6_9C_88_E8_c36_480146.htm 我今年已38岁，大学

学的是理科。所学法律是走进法院大门后参加了法院干部业

余法律大学的专科班的学习。我在去年已经是一名法官了,参

加司法考试纯粹目的是想督促自己系统学习法律。因此直到7

月19日下决心买了一套的辅导教材，开始复习，到10月考试

，仅复习了80多天时间。结果意外的考了261分。虽然这里有

一点运气的成分，但也有一些感想，希望对准备参加考试的

同行有所启发。 一、必须下一番苦工夫。 不管是学历多高，

也不管是原来从事法律工作多久，任何人不是轻易可以过关

的。我虽然在事先有些犹豫，但买了辅导教材后就没有放松

过，白天工作忙没，没有时间复习，在晚上基本连新闻联播

也不看了，每天都是夜里1点后睡觉。有时实在累了，想打退

堂鼓时，自己总是鼓励自己，一个人干什么也不能半途而废

；同时孩子已是初中生了，也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就这

样我咬牙坚持下来。 二、在复习以前，要对自己的复习有个

整体的规划。 我在事先就试着做了前几年的试题，了解自己

每一部分掌握的的情况，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评价，在复习时

决定各科用的时间的多少。我觉得自己的民法和刑法部分在

上业大时学得可以，因次，对这两个占分多的重点科目并没

有下大工夫，而是用在了以前没有学过的国际法，法制史上

。在做学生时，老师就教育不要偏科，司法考试也是一样。

投资新的领域，往往收益会更高。 三、针对不同的科目，有

不同的复习方法。 由于司法考试考的科目多，各科的特点不



同，占的分数不同，不能用一种方法复习。我在复习中，对

实务强的诉讼法部分，主要是看法条（包括有关的司法解释

）；对合同法这样分数比较密集的科目，既熟记法条，还尽

量多做一些模拟题；对刑法、民法部分，理论性、实务性都

很强的重点科目，既学法条，又看一些辅导教材，还看一些

专家的针对性强文章。我认为，2003年的有两道刑法题，如

果不看一位刑法专家在考试前不久发表的文章，很难答对；

对占分很少的部分，我只看看法律条文，大概有个印象，没

有下大的工夫。 四、要站在立法者的高度来学习。 学习法学

少不了要记一些条文，但这不是死记硬背。我在学习和现实

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如合同法时，在不看法律规定前，首

先想如果我起草这个条文应怎样规定，然后再对比照法条和

自己的想法是否一致。如果一致了，这一条基本不用记了，

遇到问题时凭感觉就能答，特别是选择题；如果法条和自己

想法不一致时，就应稍微下一些工夫，分析一下是法条本身

规定不甚合理，还是自己的想法不正确。这样分析了，有关

条文也记住了。 五、反复对比学习。 由于我国的法律以及相

应的司法解释公布时间不同，造成新旧法律之间，不同的法

律部门之间，法律和司法解释之间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规定。

如果不弄清楚，会给自己的记忆带来混乱，很难在头脑中留

下印象。对这些情况，我是采取反复对比的方法，不仅很清

楚不同版本中的不同规定，还要弄清楚，在司法实践中该如

何适用。这样在遇上相关问题时，就能有正确的判断，不至

于似是而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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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