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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争取越早通过越好。最好痛下决心，一次通过。因

为一次通过的准备是痛苦的，但结果和回忆永远都会是那么

美好！要付出！不管多么聪明，不管多么忙，没有付出很难

收获。所以，有选择就会有舍弃，暂时的舍弃会为将来腾出

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人

，不能在考试中消磨着自己的斗志，应该迅速解决司法考试

这场艰苦的战斗，让有限的时间去更广阔的天空去发展。不

然的话，很有可能会在郁闷和后悔中等待下一轮复习时间的

到来！ 第二，目标的唯一性。司法考试就是为了通过考试，

没有那么复杂的目的。越是简单，越是能够学习有效果，考

试效果往往越好。有时候有些人会给自己找很多的活夹杂于

司法考试准备工作之中，比如说我的民法功底太差，我要拿

两本民法专著来琢磨一下。诸如此类，只不过这种做法是一

个典型而已。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尤其是在时间紧张的时

候是绝对错误的。通过考试是唯一的目的，所有一切工作都

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做到这一点几乎就没有人能够通不

过考试！虽然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在心态上、还是在学习时间

和学习方法上在实践中都很难，但是连这样的基本原则都没

有，通过司法考试就是偶然的事了：可能因为太聪明，各种

法律实在太熟悉，等等。 第三，准备的针对性。书并非看得

越多越好。司法考试尤其如此！题目并非做得越多越好，四

至五年以内的真题就足够多了。而且，模拟试题几乎是用不



着的，尤其是很多模拟试题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做多了这种

题目除了走火入魔，我不知道还有更多的收获。当然，任何

规则都有例外。比如《物权法》、《企业所得税法》等新法

，真题自然是不会出现的，因此，适当地钻研一下自认为比

较可靠的模拟题应该是一个选择。 总之，要有紧张感，同时

保持平和的心态（心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少做或者

不做与考试少关系或者没有关系的事，把司法考试作为生活

中的唯一（保证时间）；最有针对性的准备考试，把有限的

时间用在刀刃上（方法）。这样，通过考试应该不是高不可

攀的事情了。 如何针对性的准备考试： 第一，要准确认识司

法考试。作为全国第一大资格考试，由于其全国性和专业性

和权威性，使得司法考试的出题极具规律性。从这一点上来

说，不研究或者不注重研究司法考试的考生通过司法考试就

是很偶然的事，注重研究司法考试的考生不通过司法考试可

能就是因为心态和时间等方面的原因了。在认识上，要在几

个方面下功夫： 1、 要极度关注司法考试大纲。对于大部分

考生而言，考试大纲犹如鸡肋：如果说大纲有多么重要，从

里面却找不出什么内容；如果说大纲毫不重要，从中却可以

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大纲是教授们出题的根本依据，

尤其是其中有变化的部分，必然成为每一年出题的一个重点

方面。所以，找一找2007年司法考试大纲变化情况的说明甚

至是深度解释，应该能够多得不少分。 2、 要注意极度关注

真题，尤其是最近三至四年的真题。有一点可以不用去怀疑

，那就是，真题考得绝大多数内容都是重点。但是，在分析

真题时，要关注两个倾向，即：一部分重点是今年考明年还

是要考的重点，另一部分是今年考了三四年内一般不会再考



的重点。这两种情况分辨清楚很重要。因为如果一个考点年

年考，自然应该毫不含糊地准备，这样才能把这一类考点的

分抓住。如果一个考点今年考了，连着两三年就不考了，如

果下大气力来记忆，等于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因此，这种考

点是应该在今年的复习内容中抠除的。还有很多考点的情况

介于这两种极端之中，只有通过仔细地对照真题和法条以及

指定用书才能有个明确的界定。这一过程很艰难，但是却是

极端有成效并且节约时间，把时间用在刀刃上的好办法。 每

一次做真题时要像考试时那样，把握好时间，要看看自己真

题的分数。做真题一定要下两倍甚至三四倍做题的时间来总

结，否则做真题的效果会大大折扣。至于如何总结，我认为

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一是看哪些内容是考试中的重点内

容，二是看哪些内容是自己已经掌握的。研究的结果一定要

进行标记。 做真题时每一道题都会有标记：（1）会做还是

不会。会做了就彻底从复习范围中勾除，不会做找出原因来

（当然心里有数也行，在另外的地方作出标记更好，只要不

太耽误时间就好）。这种标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把自己复习

好的东西和复习没有很好效果的东西加以区别，可以最大限

度的把时间用到自己还没有学会的地方上；（2）逢考必考、

两年左右轮回一次、四年左右轮回一次还是只有一次。这个

在总结上一定要紧密结合法条，有时候甚至于要结合指定用

书，在法条上标记出哪年考了什么题型，这样在复习法条时

就有了明确的指向，可以最大限度地把时间用在刀刃上。 3

、 要极度关注法条，尤其是重点法条。至于什么是重点法条

，一是要靠相关书籍的指引，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是）要自

己在做真题的过程中总结。我的经验是以法条和真题为核心



，辅助以指定用书。在法条和真题之间，我坚持以真题为导

向。一定要根据对真题的研究来把握法条的重点。法条的重

点有几种：一、重点法律中的重点法条，几乎年年必考；二

、重点法律中的一般法条，应该是轮流考的；三、重点法律

中的非重点法条，要敢于舍弃其中的绝对不考的内容，这样

可以省出不少时间；四、一般法律中的重点法条，基本属于

轮流考查，因此抠掉已经考过的内容，剩下的重点很有可能

就是今年的考查项目；五、一般法律中的非重点法条，要把

当中的确定不考的东西剔除；六、非重点法律中的重点法条

，一般就几条，轮流坐庄，复习没有考过的就可以了。七、

其他绝对非重点法律中的法条，看都不看一眼。 这样做有没

有风险。当然有风险。但是，比起收益来，风险要小得多甚

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如果你能够抓住100分，丢掉10分、20

分可能谁都能算明白哪个更值。 有两点需要格外注意，（1

）对法条要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来记忆，否则不敢说会壮烈

牺牲，至少在考试分数出来之前我们会感到极为没有底气的

；（2）要注意法律和法条的关联性。现在的考试越来越难，

难的一个体现就是在不同法律和法条之间进行比对，让考生

左右为难。 4、 要注意指定用书。在几个内容中指定用书是

非常重要的。比如，民法是要看一看的，刑法可能是要仔细

看的，国际法学法条是没法看的，所以指定用书就比较重要

了。这样的划分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确定的原则是凡

是看法条解决不了问题的应该看指定用书，凡是看法条根本

就看不懂或者没有必要看的时候应该看指定用书。 第二，如

何做司法考试的题目。这个我不是专家。但是我知道基本原

则，那就是要不停的实战，要学会用法律的语言。不停的实



战是指复习就是考试，寓考试于复习之中，不停地用做真题

来锤炼自己。学习法律语言主要是在主观题中，要在做完题

目对答案时揣摩法律语言的特点，争取下一次做同一道题目

时能够用上稍微地道一点的法律语言。 第三，关于辅导班。

我零二年通过司法考试之前参加过十天培训班，是别人不愿

意去听课把听课证给我的。我的感觉是培训对那些不善于研

究者作用可能更明显一些，对于研究功力比较强大的考生实

际上作用并不突出。 第四，关于最后冲刺。司法考试试题总

的特点就是“重者恒重，轻者恒轻”和“命题源于法条”。

所以最后阶段只能通过突出司法考试的特点来进行复习，而

绝对不能置重点内容于不顾，胡乱撒网。具体而言，（1）突

出重点，绝对不能在重点上栽太多的跟头，否则考试成功的

希望就几乎是零；（2）真题在这个时间内最好能做两遍，而

且要不停地进行研究，研究到考试之前的那一刻；（3）各门

法律由于自身特点不同，要有不同的方法。例如，民法在后

期看大部头著作是吃力不讨好的，还不如仔细研究真题，体

会民法的博大精深。而诉讼法，由于具有明显的识记性的特

征，所以后期重点记忆事半功倍。等等。对于记忆型和理解

型的试题和知识点，采取不同的冲刺方案，才是明确的选择

。 总而言之，紧张而又平和的心态，尽可能充足的时间，尽

可能把时间用在刀刃上，司法考试胜算在握。孙子说：先为

不可胜！把自己尽可能做到最好，在考场上尽可能发挥到最

好，通过就是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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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