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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_80_9C_E7_A8_8B_E5_c36_480172.htm 我以252分的成绩通

过了第二届国家司法考试。成绩虽然一般，但是，作为非法

本的应试人员，在工作之余，集中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首

次参考便能顺利过关，我已深感幸运了。同时，我也注意到

，除了努力之外，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也是相当重要

的一件事情。我把努力学习比作司法考试的“实体”，而把

学习方法特别是时间安排比作司法考试的“程序”，正如作

为整体的法律要想取得实际效果一样，要想通过司法考试，

“程序”的安排与“实体”的努力同样重要。在某种程度上

，“实体”需要靠“程序”才能得以有效的支撑。 一 “程序

式”思考方式 1984年，在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

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夺得了世界冠军。当记

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凭智慧战胜对手。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偶然跑到前面的矮

个子选手是在故弄玄虚。马拉松赛是体力和耐力的运动。只

要身体素质好又有耐性就有望夺冠，爆发力和速度还都在其

次，说用智慧取胜确实有点勉强。 两年后，意大利国际马拉

松邀请赛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举行，山田本一代表日本参

加比赛，这一次，他又获得了世界冠军。记者又请他谈谈经

验。 山田本一性情木讷，不善言谈 ，回答得仍是上次那句话

：用智慧战胜对手。这回记者在报纸上没再挖苦他。但对他

所谓的智慧迷惑不解。 10年后，这个迷终于被解开了。他在

他的自传中是这么说的：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



的线路仔细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

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

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

就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

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40多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

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

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在40多公里外终点线的那面旗帜上，结

果我跑了十几公里时就疲惫不堪了，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

程给吓倒了。 我曾想，司法考试犹如马拉松比赛，我们之所

以感到筋疲力尽甚至有很多人会半途而废，这其中的原因，

往往不是因为难度较大，而是觉得成功离我们较远。确切地

说，我们不是因为失败而放弃，而是因为倦怠而失败。也就

是说，如果40多公里的路程是我选手需要解决的“实体性”

问题的话，那么，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去跑完这段路程则

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在司法考试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

够借鉴一点山田本一的这种“程序性思考方式”，也许会少

许多忏悔和惋惜。 二 “全职考生”的时间安排表 我在学校供

职，报名之后，由于工作家务均比较繁忙，我先把主要的精

力放在收集资料和了解考试信息方面，顺带有时间看看教材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逐步接受和认同了一般的考试理念，

形成并明确了司法考试的应试思路，即前人所述的司法考试

黄金四法则：看教材，背法条，听辅导，做真题。我把这理

解成司法考试所需要解决的实体性问题。 作好了前期准备工

作之后，我把孩子送回老家，推掉了一切可以推掉的事务，

在放假开始就投入到紧张的备考之中，为了达到最高的学习

效率，我化了一整天作了备考期间的时间规划，以在“程序



”方面把握司法考试，做到“双管齐下”。 首先，我把时间

分成三块：7、8两个月全面学习教材和法条，并参加培训班

，9月份做真题和白皮书，10月份总复习，查漏补缺。 其次，

计算单位时间(小时)的任务量，包括两个步骤： 1、算出每块

时间的总量。如7、8两个月对我来说为完全时间，共62天，

每天可看书9小时，总计约540小时。 2、算出总的任务量，即

总共需要看多少页书，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有位名师指出的

一个真理：“司考是放弃的艺术。”我的理解是，弄清楚哪

些内容即需学理论(看教材)又需背法条，哪些内容只需看教

材，少背法条甚至不看法条，哪些内容需要多背法条少看教

材甚至不看教材。这样一来，可以压缩掉指定教材中一半多

的内容，大大减轻了学习任务。比如我当时计算出来的学习

总量是1500页，这1500页的内容，涵盖了80%的考点。这似乎

看起来仍然十分可怕，但是算一下就知道1500页/540小时≈3

页/小时，轻松地让人受不了。所以，我打算一个月看完所有

资料，这样，任务就是6页/每小时。 再次，测试自己看书的

真实的速度，注意要按正常状况，能理解并稍作记忆。当然

，看书的速度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是呈加速状态的。当时我自

测的结果是每小时10页左右。这是自己的实力。知己知彼之

后，就可以确定相关的内容了。 最后，安排学习时间表，同

时标明任务定额。以下是我的时间安排表(表一) 时间周一至

周五周六至周日 备注 6：30－7：30 早起锻炼 参加培训班1、 

最低任务：6页/每小时2、 正常任务：(超额)7－10页/小时3、 

最高任务量：12页/小时7：30－8：00早餐8：00－9：30看书9

：30－10：00休息或家务10：00－11：30看书11：30－12：30

中餐12：30－13：00休息午睡13：00－15：00看书15：00－15



：30休息或家务15：30－17：00看书17：00－18：00晚餐18

：00－18：30散步18：30－20：00看书20：00－20：30休息或

家务20：30－21：30看书21：30－22：00上网或交流22：00

－22：30洗漱22：30－6：30睡觉 在时间表中标明每小时的不

同任务量，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正常的进度，另一方面也是更

重要的方面是有效减轻心理压力。当我每天都看到自己能够

超额完成自己所定的任务量时，自信心就油然而生，许多人

所谓的“苦苦坚持”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现象

。 尽管学习占据了日常的大部分时间，但仍要特别提醒，时

间安排中一定要留足锻炼和休息的时间，身体垮了，一切都

是白搭，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把家务劳动当作是休息和锻

炼有一部分，效果很好。另外，也要留一定的时间与其他人

相互交流，我一般在网上的论坛中向其他人学习，比如法专

在线。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倒也没有“严格执行”，很

多时候会提早或延迟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有几天还因为推

不掉的事情（比如实在太想孩子了，回老家看看）根本不执

行计划的安排。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这张计划表给我带来的

轻松，便利和自信。事实上，我用25天完成了计划中60天的

任务。 以我的水平，能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通过司法考试

，是与我的这张时间安排表分不开的。考试结束后，碰巧有

一个亲戚一边工作一边在自学考试，压力很大，我用我的时

间分析与安排帮她制定了学习计划，结果，每次考试都顺利

过关。由于巧合的原因，我突然想到，前面的两张时间表，

可能对于全职考生与在职考生都有借鉴意义。如果它们真的

能为正在备考的司法考试应试人员助上一臂之力，那就是我

的荣幸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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