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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0375.htm 司法考试通过了固然

可喜可贺，但落榜了也不要怨天尤人，关键是应当扪心自问

：和别人的差距在哪里？我作为一名披荆斩棘、一路拼杀，

终于冲出三十六万大军，闯入两万四千过关者之列的“过来

人”，感触良多。千虑一得，希望能够对下一届考生有所启

迪。 策略之一：信念篇 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

求其下，必败。 司法考试绝不仅仅是拼智力、拼体力，非智

力性因素在司法考试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胜的信念

是整个司法考试过程中的一盏指路明灯，有了这个强大精神

支柱，以后的许多困难都不在话下。所以，首先要树立通过

司法考试的必胜信心，以“不考则已，一考必中”的昂扬斗

志投入到司法考试复习当中去。 当然，无论下多么大的功夫

，最终结果也不会令人满意。这时候，我们可以向宋代名相

王安石先生学习，“尽吾志而力不达，无悔矣”。 策略之二

：时间篇 不要以为复习时间越多越好，用时过久容易把人的

精力拖垮，以致精疲力尽，累倒在司法考试的战场上。 那么

，准备司法考试的时间成本预算是多少呢？一般说来，如果

考生没有法律专业基础，应当拿出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集中复

习。对于那些科班出身的考生而言，考前集中两三个月也就

差不多了。当然，考虑到个人的智力、精力等相关因素，时

间上可以适当调整。 策略之三：辅导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 司法考试的硬件工具是各种辅导资料。主要有教材、

法条、真题及其相关资料。 因为司法考试刚刚进行了一届，



只好以律考为主要参照。在指定用书、法条和真题的辅导资

料选择上，下面一些资料比较有参考价值。 《律师资格考试

指定用书测试题解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司法考试的前期复

习阶段，这套书可以帮助理解、加深和巩固指定用书的考查

知识点。并且，该套书也是司法考试命题的题库来源之一。

据不少精通此书的“过来人”讲，有一定比例的实考题取材

于此。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试题分类评解及应试技巧》，由

原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肖胜喜先生主编。该书的特点是

，历届考题比较全面，并以部门法、年份、题型多重标准分

类，是真题解析类辅导书的传统名牌。该书适合前期复习使

用，便于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律考历届试题分解与预测

》，由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博士李建伟等编写，其特色是选

题比较精炼，可谓之司法辅导大军中的“新生派”代表。 《

司法考试历届考题名家解析及预测》，由中国政法大学的张

树义教授主编，该书按历届真题的试卷顺序编写，保持了试

题的完整性，从而反应出试题的整体风貌。考生在参考时应

特别注意失效部分，予以剔除。 《法律服务时报》，其前身

为《中国律师报》、《百姓信报》，由法制日报社主办，该

报自今年年初创刊以来就开辟司法考试专栏。经常刊登一些

关于司法考试动态、复习方法、试题解析等方面的文章，可

读性很强。 《中国律师》杂志，由全国律协主办。尤其是中

国律师网，时效性很强，信息发布迅速，考友参与广泛。 关

于辅导班，如果考生个人自学能力不是很强，参加一个辅导

班也未尝不可。尤其那些在职的考生们，没有在校生们的那

种学习气氛，参加个辅导班可以使其从工作、家庭的环境中

暂时分离出来，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更为专注地投入复习



中去。 策略之四：教材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司法部编审

的复习指定用书（简称教材）是司法考试的主要基础工具，

该套教材不但具有权威性，而且针对性强。一套在手，足以

应对，除非个别地方弄不懂，才有必要辅以其它参考资料。

法律属于社会科学，许多问题未必有定论，而学者们都有自

己的学术观点，看多了反而互相干扰。一些科班出身的考生

纷纷落马，与之不无相关。 在司法考试的前期准备阶段，教

材可以唱主角。 在司法考试的１４门科目中，法理学、行政

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五个部门法，以考

查法学基本理论为主，相应的法条依托较少，其教材依赖性

最为突出。即便像国际三法有一些法条，用处也不大，尤其

诸如《伯尔尼公约》、《巴黎公约》之类的国际条约，很是

冗长，读起来比较别扭，倒不如看教材来得快。 关于复习顺

序，对初学者来讲，最好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如应当先复

习实体法，后复习程序法；先复习国内法，再复习国际法。

一般可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复习：法理学、宪法、民法、商

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

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职业道

德与职业纪律。 司法考试的１４门科目是一个法律概念、原

则、制度和理论体系，按照一定顺序通读一遍，以便有个整

体把握。而后就不必再按部就班，可以灵活安排复习顺序。

如可以按重点科目顺序，也可以按考卷科目顺序，还可以按

弱项科目为序等等。 在阅读教材时?应有自我命题意识，要善

于找“题眼”，迎合命题者的设计思路，有时还会不谋而合

。同时不要忽视教材中出现的小案例，这可能是很好的命题

素材，稍加变化就可能出现在司法考试试卷上。 策略之五：



法条篇 牵牛要牵牛鼻子。 法条就是司法考试的“牛鼻子”。

尤其是后期阶段，应以法条为主。 面对厚厚的一大本法条，

的确有些令人望而生畏。我们不妨把所有法条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必须熟记的重点法条，数量在１５％左右；第二

类是次重点法条，数量在２０％左右，考查的几率也很大，

应充分记忆；第三类是应景法条，考分极少，时间来得及，

可稍微浏览一下?或者就大胆放弃。 对于多款多项的法条应格

外注意，它们是多项选择题的绝佳材料，命题人对之很青睐

。 有些易得分的法条（多为考点密集型），应誓在必得。比

如，律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仲裁法等。 就考试而言，

以法条为主进行复习的指导方针是可取的。但理论性知识点

亦不容忽视。今年的司法考试明显加强考题的理论性。并且

，这也预示着某种命题趋势。不过，法条背后大多有法理依

据。 策略之六：真题篇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 历届实考题

应当说是最好的训练材料?特别是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试题、

２０００年和１９９９年的律考试题（司法考试试题与律考

试题一脉相承），指导意义更强。 通过做真题，不但可以体

味考试重点、难点、常考点，而且能够把握命题风格、题型

及各部门法在司法考试中的分值比重。这样一来，应考能力

得到加强，复习方向就会更加明确，大大节省时间。况且，

司法考试试题中不乏往届律考真题，比如，今年司法考试试

卷卷三就有大约１０％的题目是对律考的重复。 策略之七：

重点篇 打蛇要打七寸。 司法考试明显提高了刑法和三大程序

法案的考查比重。刑事法律制度“地盘”大增，而民法仍不

失其航母地位。所谓“得民法者得天下，得刑法者称诸侯”

。 下面是司法考试十大重点部门法，应投入主要精力加以熟



练掌握。 刑法（约７０分）、刑事诉讼法（约５５分）、合

同法（约５０分）、民事诉讼法（约４０分）、民法通则（

约３５分）、行政诉讼法（约２５分）、宪法（约１５分）

、公司法（约１２分）、担保法（约１１分）、仲裁法（约

７分）。 此十大法条合计３２０分，占司法考试分值比重的

８０％。并且，除宪法以外，其余九大法条均可能出现在案

例分析试卷上，其身价非同一般。 司法考试难过，记忆量大

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这些数以万计的法条，考点密集，

记忆强度最大。因此，应讲究记忆方法。以下几种方法不妨

一试： 及时记忆法。遗忘规律是先快后慢，因此，复习频率

应是先密后疏，并尽量缩短复习周期。 交叉记忆法。适时变

换复习内容，如实体法与程序法、民法与刑法的间隔复习，

上午看教材，下午做题。 早晚记忆法。早醒无前摄抑制（先

记知识对后记知识的干扰），睡前无后摄抑制，从而使记忆

效果达到最佳。 策略之八：冲刺篇 行百里者半九十。 司法考

试的最后一两个月，时间利用价值极其珍贵。如果说前期阶

段以理解为主，那么后期阶段便以强化记忆为主。同时应做

个三五套模拟题，培养临考经验。 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此时应紧紧抓住重点法条、理论强的部分教材不放，不可搞

题海战术。 司法考试复习脑力消耗量大，应注意劳逸结合。

同时也应加强营养，多吃一些能增强记忆的食物，如蛋类、

奶类、豆类制品及各种新鲜蔬菜和瘦肉等。 司法考试进行两

天，四张试卷，每卷答题时间３小时。１至３卷由１００道

客观题构成，大多每一题就是一个小案例法理判断。卷四是

主观题，由案例分析和文书写作构成，难度较大。总之，每

张试卷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要说可以节省时间的部分，就



是凭感觉作出的或曾经做过的题。司法考试是典型的超负荷

型考试，对应试体能、心理状态要求非常高。进入考场，做

题时应先难后易，对模棱两可的题目，凭第一印象，没有十

分把握的不可轻易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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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