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考试备考计划及其误区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8F_B8_

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0261.htm [误区一]：题海战术

是备战司法的最佳方法 有不少考生迷信题海战术。为了迎合

此种题海战术，不少出版社推出了“题库”类软件。题库中

少则数千道试题，多则数万题。 笔者从不否认在司考准备阶

段做练习题的必要。 相反，笔者认为适当地进行练习与自我

测试确有必要。但问题是，一定要选择恰当的练习方式与练

习工具，否则不但事倍功半，而且还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

果。练习题覆盖面再宽泛，终不能覆盖整个大纲中的内容。

企图以试题来对整个司法考试知识体系进行覆盖，无疑是一

种缺乏效率的方法。有不少模拟试题仅仅只给出“标准答案

”，而拒绝给出解析，或只是给出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作为

答案，使考生无法全面掌握试题背后的法条、法理与解题思

路。 笔者建议，无论是法本考生、非法本考生，还是有法律

职业经验的考生或无法律职业经验的考生，准备司考均要做

到以下五个方面的结合：诵读大纲、理解教材、记忆法条、

研究真题、测试练习。 1．很奇怪的是，现在许多考生在书

市上将各种辅导教材搜罗不少，但对司考大纲却缺少重视。

笔者认为，司考大纲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划明了考

试的范围；二是可以作为考生选择学习材料与法规汇编的依

据；三是大纲可以作为复习时检验之用。 2．只有理解了教

材中的基本知识，才能准确了解法条背后的立法目的与法条

适用的意义。教材中的基本原理是回答论述大题的必不可少

的知识，把握住法理与法律原则，也有助于我们做案例题时



分析方向、分析步骤的确立。另外，一些不具有法条背景或

法条背景稀缺的科目，如法理、法制史等等，主要须靠教材

学习。有些科目，如国际公法，相关公约太多而分值较少，

反不如阅读教材来得清楚。 3．记忆法条应在理解的基础上

进行，可以将做题作为加深记忆与考察记忆的检验手段，但

绝不能以做题来替代记忆法条。记忆法条也有一个取舍问题

。与司法实践紧密联系的法条是重点，而在司法实践很少被

适用的法条不是；操作性强的法条是重点，而宣示性的“软

性法条”不是；历年真题中出现过的法条以及与此法条相关

、同类的法条是重点；数字型法条、但书与例外性规定、有

选择关系或并列关系的法条是重点；新颁布的法律、新修订

的法律中的修订内容以及符合最高司法当局指示精神的法条

是重点。 4．真题一定要研究，也可以以真题作为练习。但

研究真题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①该题的题眼是什么

，是概念理解题、法条记忆题，还是法理辨析题，所考的知

识点是表见代理，还是犯罪构成等等。②该题的法条依据是

什么，该法条有无修订的变化，根据法条如何进行逻辑三段

论的推理，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答题思路与法条依据。③与此

知识点相关联的知识点还存在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④

该题是否存在答题上的方法或技巧？对该题是否存在异议？ [

误区二]：得“民刑”者得天下 得民刑者得天下，讲的是民法

、刑法向来是司法考试中的大户，此两科过关一般能确保司

法考试过关。民法又包含了民法通则与民法原理、担保法、

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与继承法等主干内容。 在此“

格言”的影响下，不少考生将近一半的精力投入到民法与刑

法的学习中去。民法学与刑法学也是我国法学研究投入较多



的两个法学学科，一般法学研究者对此两门学科关注较多，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增加了“得民刑者得天下”口号的可信程

度。此外，由于传统上“轻程序重实体”观念的影响，大家

似乎也认可民法、刑法的独霸天下。 事实果真如此么？通过

笔者对各科目试题在真题总分值中所占比例的总结，可知，

刑法、民法的分值比重逐年在下降，不能占据半壁江山。而

与此相反，有一些科目的分值比重则在悄然上升。如刑诉法

，1999年分值为32分，比重为8%；2000年分值为32分，比重

为8%；2002年为45分，比重为11%；2003年为35分，比重

为8.75%；2004年为71分,比重为11.8%。 因此，不要过分迷信

“得民刑者得天下”的口号，不要“重实体轻程序”。 当然

，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与行政法、行政诉

讼法加在一起的分值占据了司考分值的80%左右，应作为重

点科目进行重点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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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