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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9B_E9_AB_98_E5_c36_480168.htm 毫无疑问，卷四是司

法考试中难度最大的一卷。不仅案例的案情复杂，而且考查

的知识点较多，有时甚至跨越几个法律部门，尤其在近两年

新增了论述题，大大提高了对法学理论水平的考查要求。因

而很多考生谈卷四色变，认为这是司法考试中难以翻越的“

珠峰”，尤其是非法学科班出身的考生。其实，卷四并非高

不可攀，考生克服心理上的畏惧感，再辅之以科学的方法，

相信都能在卷四中取得不俗成绩。下面，笔者结合自己参加

司考的经验，简要分析一下卷四的复习应试误区，在此基础

上提供给大家一些建议，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 卷四

的复习应试误区 （一）案例分析题 1. 不少考生在复习中采用

题海战术，认为题做多了，手熟了，自然能提高案例分析题

的答题速度，知识点也应该不会有遗漏，但却忽略了答题方

法和技巧的总结，结果“事倍功半”。 2. 搞不清楚案例分析

题题干交待的各个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找不到分析案

情的切入点，读完题目后，大脑即陷入一片混乱。 3. 看懂了

题目，但不知如何下笔回答问题，生怕一写就错；好不容易

下决心提笔作答，但一写就多，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得要领

。从而导致做题速度过慢，做不完所有的试题。 3. 分析题目

的思路不清，急于下笔，结果发现自己的观点前后矛盾，于

是赶紧涂掉重写，一阵子忙乱下来，卷面上箭头满天飞，卷

面效果一塌糊涂，从而影响卷面分数。 4. 把过多的精力浪费

在难题上，临到交卷的最后关头，只好仓促间作出取舍，草



草应答。 （二）论述题 1. 由于没有合理地把握答题速度，前

面的案例分析题占用时间过多，所以回答论述题时对题目缺

乏仔细分析，下笔过于草率，头脑里没有完整思路，想到哪

写到哪。其结果无非两种：一是答案太罗嗦，层次不清，阅

卷人很难清楚地了解考生的主要观点，分数自然就不会太理

想；另一种情况是开始写得过于简单，缺乏必要的展开论述

，结果自己的主要观点都掏完了，字数却不够，于是在最后

加上一些无关痛痒的论述和感慨，导致论述重点不够突出，

影响分数。 2. 答题时状态非常好，“下笔如有神”，生怕时

间不够，不能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写出来，于是忽略了字迹

的工整，结果无限的智慧和思想只能埋没在“龙飞凤舞”的

答卷中，是真金，却没能发光。 （三）司法文书写作 1. 在复

习阶段，从各种渠道收集尽可能多的司法文书范本进行学习

，生怕有所遗漏，结果哪种文书也没有掌握牢固，复习的投

入产出比很低。 2. 考试时遇到自己没有复习到的司法文书，

就完全放弃。 二、 卷四复习的几点建议 （一）复习时间 由

于卷四的题目综合性强，难度大，对具体应用法律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要求高，建议考生最好是在各部门法复习到相当

阶段后，再针对卷四做一些专门练习，并借助相关的参考书

领会答题技巧。尤其是司法文书，不宜复习太早，以免重复

记忆，浪费时间和精力。 （二）复习方法 要提高综合性案例

分析题和论述题的分析能力和答题技巧，一定数量的练习是

必不可少的。毕竟答题是一种实践活动，不能只靠纸上谈兵

，只有在具体的练习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答题能力，深刻

领会他人介绍的答题技巧。但应当注意的是，练习不在多，

而在精。考生在作答每一个题目时应坚持独立思考，亲自动



笔写出答案，然后再对照参考答案认真分析自己的答题情况

。不明白的地方要仔细查阅并研究相关法条，以求下次遇到

考查此知识点的题目时不再重蹈覆辙。另外，在复习中不仅

要注意对知识点的掌握，还应注意培养良好的答题思路和技

巧，使自己能够简明扼要地答出考查知识点。在此建议考生

，在做完每一道题后，应从宏观上审视参考答案的答题思路

，及时进行归纳总结。 这里要强调的是，平时练习中一定要

亲自动笔写答案，而非仅仅在头脑中想一想便急于翻看参考

答案。这样看起来似乎可以节约时间，做更多的练习，但事

实上效果非常差。许多考生在考场上作答卷四时会陷入“知

其然，却不知如何然”的窘境，就是平常不勤于动手所致。 

对于司法文书题，笔者建议把基本的司法文书种类作为复习

重点，无需花费太多时间在生僻的文书上。对于一种司法文

书的复习，不仅要严格掌握其形式方面的要求，而且要注意

其内容方面的特点。由于司法文书种类繁多，形式、内容方

面又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以一定要注意通过比较的方法进行

复习，及时总结类似文书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对它们的精

确掌握。 三、 对卷四答题的几点建议 （一）做好案例分析题

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由于司法考试的案例分析题一般都是“因

法设题”，命题者头脑中先有了所要考查的内容和知识点，

由此决定了所适用的法条，然后再去因法条而设计案情和题

目。因此考生在做案例分析题时的指导思想就应当是“因题

找法”。其基本步骤可以分为： 1. 确定本案例分析考查哪个

部门法的内容。当然，有些综合性的案例也可能是以一个部

门法的考点为主，个别问题涉及其他部门法的知识点。 2. 确

定考查的是该部门法中的哪一个或哪几个法律制度。 3. 详细



分析案情。对于案情复杂的案例，可以将各种有法律意义的

信息转化成图表形式，这样有利于我们理清各当事人之间的

法律关系，避免遗漏重要的答题线索。 4. 浏览所有的问题，

揣摩命题思路。 5. 根据“因题找法”的思路，迅速地在脑海

中找到每个问题对应的法条。 6. 统筹考虑全部案情和问题，

在卷面上写下最终答案。 （二）做好论述题的一般方法 论述

题只有经过长期的法学思维训练和知识积累，才能取得比较

满意的成绩，所以笔者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在此只是

给大家提个醒，防止因为忽略了一些次要因素而失分。 首先

，论述要注意层次性、逻辑性，详略得当，否则阅卷人很难

清楚地了解你的答题思路； 其次，作答时尽量用法言法语，

不要写得过于通俗化、口语化，这样容易使阅卷人认为该考

生缺乏基本的法学素养； 再次，文字要工整，阅卷人在阅读

了成千上万份试卷后容易精神疲惫，如果你字迹潦草的话，

阅卷人是不会仔细辨认你所写内容的，相反如果字迹工整，

就会赢得阅卷人心理上的认可； 最后，应注意文字书写速度

，在保证工整的前提下提高文字书写速度，往年有很多考生

就是因为答题速度过慢而无法答完试卷，令人扼腕。 （三）

做好司法文书题的方法 司法文书题考试范围广泛，而考生的

精力和复习时间有限，所以只能“抓大放小”，因此所考查

的司法文书很有可能是考生平时接触不多的类型。在这种情

况下，考生应当保持良好的心态，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司法

文书之间共通之处颇多，只要开动脑筋，比照自己复习过的

类似的基本司法文书的格式和内容要求作答，还是可以得到

一些分数的。毕竟，在卷四中，司法文书题的答题难度相对

较小，轻易放弃还是很可惜的，司法考试的成败往往就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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