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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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E4_B8_80_E

5_88_86_E8_80_95_E8_c36_480283.htm 即使很累，也要把自己

的耐力发挥到极限，咬住牙沉住气，才能走过一段很难的小

路。坚持最能使生命美丽，也最能使人感动。 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 2004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早已尘埃落定，得知自己第一

次参加司考(2004年)即以402分告捷时，却始终未能像别人想

象的那样兴奋，那样激动，有的，只是平静。作为千军万马

闯过独木桥的一名幸运儿，回首司考漫漫长路，昔日挑灯夜

读之景仍历历在目。在此，笔者将这一阶段的复习经验与大

家分享，但愿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司法考试的难度，

堪称国内考试之最，不到10%的通过率足以令人汗颜。应对

这样的考试，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几个月的复习过程

中，我时常问自己，是想成功还是一定要成功？如果是一定

要，就一定有办法得到，司考成功与否就取决于你作决定的

那一刻。一般而言，复习迎考的时间大约为3至5个月，在这

个过程中，智力上的困难和身心的疲惫时刻伴随着你，这期

间的痛苦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品味得出。说出来不怕大家

笑话，这段时间我哭过，而且是尽情地哭，但我坚信“既然

选择了前方，便只有风雨兼程”！在动摇的时候一定要坚持

、坚持、再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仍然记得，2004年12

月4日凌晨，当我看到电脑上自己的司考分数时，脑海中只浮

现出一句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知己知彼，熟悉司

考 从一开始想参加司考，我就买了一本历年真题书来看，是

看而不是做，既看题，也看解析，其目的是基本了解司法考



试特点、考查方式、命题规律、哪些是重点学科、重点内容

并寻求司法考试的感觉，这类似于大战前的敌情侦察和情报

收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后面的复习能够更加有的放矢，

有所侧重。 2、抓住重点，做到“细、熟、精” 纵观历届司

法考试试卷，我们可以发现，民法、刑法、行政法及三大诉

讼法所占比重极大，因此，考生在复习时一定要学会取舍，

合理分配时间，不能平均用力。例如合同法连同司法解释不

过400多条，但几乎条条是重点，每一条都可能作为出题点，

多复习几遍让其烂熟于心效果显著。而经济法部分中的有些

小法，每年只考一两分，甚至不考，为之付出宝贵的复习时

间得不偿失。“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因此，要以几部

大法为核心，善于取舍，敢于放弃。 3、重视理论，坚持理

论与法条相结合 司法考试早已超越了单纯考察记忆法条的阶

段，过去那种将背法条视为复习惟一手段的方法早已过时。

首届司考刑法试题及2004年司考行政法试题的理论深度大大

加强，就是很好的证明。将法条与法理割裂开来，疏于对法

理的理解，此法极不可取。法条只是法律精神和法学理论的

载体，不透彻领悟蕴涵其中的法理要义和立法本意，将难以

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司考重在

能力考评，虽立足于法条，但不依赖于法条，运用法学理论

分析问题，能迅速、清晰理清法律关系，抓住关键，才是破

解难题的捷径。 4、精读法条，力求融会贯通、活学活用 司

法考试以大纲为范围、以法条为本位、以理解为灵魂。所谓

精读法条而非阅读，指的是精读时应带着以下问题：①读法

条“题眼”在哪里(即关键词)；②该法条的特点以及会有怎

样的运用；③相关法条的联系与区别。在精读法条时，应以



整部法律为背景，研究法条与法条之间的关系，前后对比，

纵横联系，加强知识的立体化，这样才能提高综合运用法律

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笔者还想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

将法律和司法解释结合复习，每看完一个章节的法条，即与

司法解释对照，看看有哪些细化和补充，在司法解释上倾注

更多的精力。 5、分析自身情况，选择容易拿分的科目 笔者

虽然是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但自知法理学比较薄弱，在短

时间想赶上理论功底在这方面比较扎实的考生很难，于是我

就借用了田忌赛马的妙计，在法理这一科目上没有花太多时

间，而是利用记忆力较强的优势努力攻克理论不深但要花时

间记忆的科目，如法制史，争取以这部分优势弥补前面的不

足。司考仍然是一种应试考试，不管是什么科目上的分能逮

住分就能过关。 以上是笔者在司考复习过程中的一点心得，

希望对考生朋友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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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