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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_E6_88_91_E

7_9A_84_E5_8F_B8_E8_c36_482394.htm 离开考场后，叱红梅

曾经哭过一场。她认为自己的第四卷答得很糟，今年过关可

能没戏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她最终得分403分，轻轻松松闯

关成功。 在西安市雁塔区法院财务室工作的叱红梅，2004年

参加第一次司法考试，以7分之差未能过关。2005年决定第二

次冲关，她给自己定下三个规矩。后来她说这三个规矩就是

她的“三件宝”。 ----心态平和。叱红梅学医出身，2001年拿

到法律本科学历，可一直与财务数字打交道。她说，不能急

功近利，脑子里成天萦绕着通过司考就能如何如何，自己给

自己太大压力，十有八九要考砸； ----持之以恒。既然定下

目标，就要一鼓作气，不达目的不罢休。2005年4月，她开始

准备司考，法院领导很支持。但是她的第一学历毕竟与法律

无关，攻关过程充满艰辛。一次正在上辅导课，突然，她一

点也听不见声音了。医生诊断，这是紧张、劳累所致，建议

她住院治疗。躺在病床上，她万念俱灰。有的亲戚朋友也劝

她以身体为重，干脆放弃司考算了。别人一劝，她倒清醒起

来，“行百里者半九十”，此刻放弃，满盘皆输，不如再鼓

一把劲，说不定还会有好结果。耳朵恢复听力后，她继续投

入学习； ----讲究方法。叱红梅认为考题多是平日注意不够

、容易忽视的问题，容易出错。所以学习时一定要将基础打

扎实，多用历年的司考题目来考核自己，多掌握有关司考的

信息，融会贯通，学一门想到另一门，举一反三。 “考前准

备要因人而异。”西安市灞桥区法院政工科干部李曼莉则推



崇著名的“木桶效应”：用一些木板箍起一个水桶，桶里能

盛多少水，最终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她认为，司考准备

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分清强项弱项，重点突破。 毕业于

西北政法学院的李曼莉，2005年司考得分400分。2003年她参

加第一次司考时，距分数线还差20分。2004年差15分。她总

结经验教训，觉得自己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但对法条

掌握得还不够丰富。从此法条书籍不离左右。 “每个知识点

都得弄懂钻透。”李曼莉说每个知识点其实都涉及很多问题

，而反映在考题上每次的侧重点也不同，所以必须反反复复

，把旁枝末节都烂熟在心。 比如，刑法中关于盗窃罪与侵占

罪有何区别？这道题目这些年一直在反复地出，一些考生是

年年作，年年错。她曾经作过一道练习题：某人“拾” 走公

共汽车过道里的一个包，和“拾” 走出租汽车司机身旁座位

上的一个包，分别该定什么罪名？ 她反复琢磨，弄清问题的

关键：这个包是否在所有人的控制之下。包在出租车座位上

，司机视线之内，控制之下，“拾”走即偷窃；包在公共汽

车过道，所有人未能控制，“拾”走即侵占。 2005年司考中

，这个知识点又出现在题目里：一张信用卡掉在办公室地上

，另一个办公室的人进来，将卡“拾”走，据为己有，该当

何罪？李曼莉稍加思索，判定其人应属偷窃。她得分了。 “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李曼莉还看重考前突击。比如司考

第一卷上的知识点，涉及面宽，但分值小，有的人往往对此

卷忽视。她认为考前多看点法理、法制史之类的题目，多掌

握些知识点，那么第一卷无疑就是“送分的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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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