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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BA_E4_BB_80_E4_c122_481012.htm 我叫王骞，今年24岁

，有幸以433分位居朝阳市第一名、辽宁省第二名的成绩通过

了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考前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班，自

己在复习的过程中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随手写

一点心得体会，让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对各位考生通过2006

年国家司法考试有所帮助。 一、坚定司考必胜信心，明确复

习目的。 司考被称为“中国第一考”，可见其重要性及难易

程度，因此，要想顺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首先必须坚定司

考必胜的信心，“有志者，事竞成”是成功者的座右铭。复

习、备考目标要明确，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拿高分，能多考一分就多考一分，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及格，

简单点说，分数才是司考能力的体现。 二、注重生活细节，

扫清司考障碍。 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做事专心才会更有

希望成功。也许有天才的存在，但我不是，我相信绝大多数

人也不是，因此，司考前集中精力只做一件事??复习备考，

才能更有把握通过司法考试。 1、保证必要的营养 学习是很

辛苦的，能量一定要补足，但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吃各

种各样的保健品、营养品，每天一斤牛奶足矣，再就是每天

三餐普通的饮食，切记千万不要饮酒，此时的酒对考生大脑

的伤害是空前的。 2、不要在意你的形象 学习的时候你就是

学生，穿着愈朴素愈舒适愈随意愈好，你的目的是学习而不

是表现自己，尤其是女人，不要化妆，也不要穿时装，化妆

会占用你太多富贵的时间，穿时装会滋生你的虚荣心使你不



专心。也许有人会反对我，会向我扔“臭鸡蛋”，但这是我

的个人意见，如果你觉得不服气，等你通过司法考试，并且

成绩要超过我时再来讨论。 3、千万不要谈恋爱 人嘛，总是

会恋爱的，不得不承认谈恋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不是

你司考前要做的，并且谈恋爱也是一件“苦差事”，需要投

入时间和感情，它会吞噬掉你过多的心思、时间甚至情感，

会影响你学习的情绪。如果没有恋爱，此时千万不要涉足，

如果在恋爱，或者暂时结束，考完再续，或者情投意合，提

前把婚结了，好静下心备考。 4、选择学习环境，更要适应

环境 你要按照自己的性格、习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

复习，我个人意见是去图书馆学习，在那里有许多人一起学

习，有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可能抑制你呼之即来的懒惰情

绪。在图书馆是为了学习，没有必要谈一些你感兴趣的事，

不要有问题就去问别人，遇见问题最好自己解决，这样可以

加深你的理解，加固你的记忆，考试的时候是没有人来指点

你的。 5、适当休息，保证身体健康 这又是老生长谈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同样也是司考的本钱，学习一定要重

效率，人的身体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范围，超过负荷极限再

休息就迟了。普通人一般在30到50分钟内可以集中精力学习

，因此，最好在学习40分钟左右就放松一下，或者打个盹，

或者到外面散散步，不要太长时间，10分钟即可。另外，司

考前复习压力会很大，所以要学会自我调解，可以听听音乐

，放松一下心情。特别要注意的是，晚上可以适当学一点，

但不要太晚，别超过22点，保证每天不少于8小时的睡眠，夏

天中午要睡午觉，只有休息好，才能有精神学习。 三、选择

适当的复习资料 司考的复习资料形形色色，没有必要都看，



也没有时间看。我觉得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司法考试辅导

用书比较不错，考试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在其中，如果有去年

的辅导用书，可不必再买新的，但一定要有一本教材增补本

，弥补教材的变化。一定要有一本全新的法规汇编，当然最

好是法律出版社的，法律时时都在更新、修正，要掌握法律

、法规的最新动态。历届司法考试真题必不可少，1999

年??2005年的历届真题解析要人手一册，只有看真题才能知道

司考的出题思路，更准确掌握司考的考点所在。最后，还要

准备一套模拟试题，测试一下自己的应试能力，创造一种考

场氛围。模拟题市面上有很多，建议看看万国学校编的，但

作模拟试题时要留心，答案有错误的，注意及时改正。总之

，考生手中一定要有一套辅导用书，一本法律法规汇编，一

册历届司考真题解析，一套模拟试题。 四、司考方法论 学习

要讲究方法，要有一种适合你的方法，注意一定是适合你自

己的方法。下面我推荐一种我自己的方法，也许这并不一定

适合你，但对我的复习很有效，因此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1

、复习要有计划 有计划进行复习才能事半功倍，制定一份你

认为比较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计划，规律你的复习，计划不

必写在纸上，要记在心里，时刻记得有这么一个计划，重要

的是一定要按计划进行学习，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坚持，这样

不但有助于学习，而且还是对毅力的考验。 2、各学科应同

步复习 国家司法考试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性考试，各学科都

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人的记忆规律是固定的，如果一科复

习完再学另一科，恐怕学完最后一科的时候，前面的东西又

陌生了，莫不如几个学科同步复习，比如在一天中分别复习

民法、刑法及相关诉讼法。打个比方，就象我们往抽屉里放



东西，如果所有东西都放一起，找起来会很难，但每一类东

西放一个抽屉，找起来就会轻松多了。 3、复习也要“持久

战” 司考涉及的内容繁多，如果集中复习不仅难度很大，而

且容易混淆，因此我建议复习要把“战线”拉长。从现在起

就要作准备，轻松复习，从基础开始，全面复习辅导用书中

的内容，不要放过每处细节，从整个理论体系上把握，循序

见进，尽可能多的理解辅导用书中的知识点，致少把教材通

读三遍以上，并随时标记你认为是重点的部分，为日后集中

复习节省时间，记住重点永远是重点。不要只用眼去看书，

要用心去体会，去理解，养成记笔记的好习惯。 4、分类复

习各学科 司考各学科特点各不相同，不能简单用一种方式复

习，首先，了解各学科特点，尔后再“对症下药”，我是按

司考试卷的顺序把复习分为四部分的： (1)试卷一包括法理学

、法制史、宪法、经济法、三国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

际经济法）及法律职业道德。其中，法理、宪法为法律基础

理论学科，要注重理论知识的把握，注意教材与法条的结合

，重点应放在教材上，而且要系统地掌握，重在理解与应用

。法制史、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出题都比较直观，一般只

要记住知识点就会答题，这几个学科内容比较多，但分值相

对较少，没有必要全部掌握，可以通过历届真题提炼重点内

容，再利用发散思维联系相关准重点内容，记住就可以了。

要强调的是三国法，它们在司考中占有大约10%的分值，内

容也较多，教材讲述的比较详细，看教材复习就足够了。你

要做的应该是从教材中找出三国法比较重要的内容，并且记

牢。 (2)试卷二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刑法属实体法，总则是绝对的重点，一定要详细掌握，刑



法总则部分是整个刑法体系的核心，熟练核心才能运用好分

则，分则条文繁杂，要区分重点，比如，常见多发犯罪、易

混淆罪名、疑难犯罪，这些均是重点。复习分则，还要掌握

规律，任何犯罪都是由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这

四部分构成的，另外，区分犯罪的特殊情形。以总则为基础

进而提炼分则的重点内容。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是程序

法，考试题目比较简单、明了，重点在于法条的掌握，只要

记住法条应该能够拿高分，而对于诉讼法的复习，最有效的

办法就是不断重复记忆、强化训练。我在复习诉讼法时强化

记忆不少于20遍，要记忆的东西就是要你记住内容，其它的

都是次要的。行政法因其没有专门法典，大多是单行法规，

应从整体上进行把握。 (3)试卷三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诉讼

法。民事诉讼法就不必多说了，与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的复习方法相同。民法是司考的龙头，“得民法者得天下”

，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民法，都要得民法。熟悉民法的每一

部分，注意一定要达到绝对熟练运用民法理论的程度，民法

与我们的生活联系最密切，我们要将民法融入我们的身体，

把民法作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当然，民法要重理论研究，

教材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应多次反复地看。说实话，民法

之中没有哪些内容不是重点的，最好都重点把握，注意不是

死记硬背，而是理解，达到能熟练运用的程度。商法比较难

学，但重点突出，公司法绝大部分条文要熟练掌握，其它找

一些重点，记忆一下就可以了。 (4)试卷四为主观试题，我不

建议专门花大部分时间在主观题的复习上。其实，你在复习

每一学科的过程当中，都会不自觉地在培养一种作主观题的

逻辑思维，要作的无非是看一看历届真题，掌握一些答题技



巧，再作一些相关习题，适当训练一下就可以了。而法律文

书写作在于平时的积累，可以动手写一写各种文书。论述题

被称为“司考八股文”，类似于公务员考试的申论，其基础

主要是法学基础理论及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的基本原

则，通过事例上升到法学理论的高度，学会一种解答论述题

的方法，记住千万不要把希望全部压在论述题上。 五、考试

要有策略 司法考试前三张试卷全部为客观题，容不得有半点

马虎，试卷中分为单选、多选、不定项，其中单选一个一分

，多选、不定项每个二分，因此，尤其要注意多选、不定项

，从现在就要在心里有这样的准备，前三张试卷的分数一定

要达到300分以上，因为试卷四中，我相信谁也不敢说肯定能

达到100分，用前三张卷的分数来弥补试卷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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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