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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速决战 慎重选择辅导教材 2005 年司法考试竞争将趋白热

化 受过法律专业教育人员的比例比以前大幅度提高，占到

70% 和 80% 以上 2002 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成功举行是司法

改革取得的一个突破性进展。 与过去的律考相比，司法考试

在考试和考生方面都呈现不同的特点。从考试这方面看，司

法考试在考题的设置、解答的思路、考查的重点方面均有不

同程度的变化。总体上而言，其难度比之律考有大幅度的提

高。如果说， 02 、 03 年司法考试还处于摸索阶段，更倾向

于考察考生的记忆力和细节知识的话，那么 04 年的司法考试

就已经大体形成基本的命题思路：那就是，理论知识与法条

内容并重，理解、记忆与灵活运用并重。以前，司法考试被

考生称为“体力活”，只要花足够的时间背通法条就可以拿

下；但是从 04 年的考题可以看出，考试不仅考查法条、法规

、司法解释的关联记忆，还需要考生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基

础，对于法律有一种整体上的把握，同时更需要懂得将理论

如何在具体的案例中运用。因此，司法考试对于考生绝对是

一个不轻松的“脑力活”！ 从考生这方面看，从 2003 年起呈

现出四个特征。一是报名人数、学历层次普遍提高。由于

2003 年《检察官法》和《法官法》修改后，要求担任检察官

和法官的必须是本科以上学历，《律师法》修改时允许法律

专业专科学历报名的过渡性规定已经不存在，所以司法考试

开始报名条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提高到本科以上学历；二是



受过法律专业教育人员的比例比以前大幅度提高，占到 70% 

和 80% 以上；三是已经有法律职业工作经历的人员增多；四

是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研究生比例提高。所以，司考在难度加

大的同时竞争也日益激烈。可以预见到， 2005 年，司法考试

的竞争将趋白热化！ 面对这样的形势，考生应该做好信念、

时间、辅导三方面的准备。 信念准备：不给自己留退路 非智

力性因素在司法考试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谓“求其

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首先，要

树立通过司法考试的必胜信心。决定参加考试后要横下一条

心，以“不考则已，一考必中”的昂扬斗志投入到复习中去

，不要给自己留下过多退路。否则，再多的解释都会在失败

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济于事。司法考试绝不仅是拼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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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强大的精神支柱，以后再多的困难都不在话下。当然，

无论下多么大的功夫，最终结果也不会令所有的人都满意。

这时候，我们应向宋代名相王安石学习，“尽吾志而力不达

，无悔矣。” 时间准备：一定要打速决战 如果考生没有法律

专业基础，应当拿出半年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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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速度就是胜利。应对各种考试的一大策略是打速决战，而

不能旷日持久。不能认为复习时间越多越好，“久则疲，疲

则失”，时间过久容易把人的精力拖垮，以致筋疲力尽，累

倒在司法考试的战场上。考生必须明确，自己的最大任务是

应对考试，而不是做学问、搞研究，需要的是毕其功于一役

而不是细细推敲，逐步论证，因此不要求厚积薄发，只需在



有限时间内最大程度地掌握既定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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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拿出半年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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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到个人的智力、精力等相关因素，时间上可以适当调整。 第

二类是次重点法条，数量在 20% 左右，考查的机率也很大，

也应充分记忆；第三类是应景法条，考分极少，时间来得及

，可稍微浏览，无时间就可大胆放弃。最后，万变不离其宗

，历届真题是最好的训练材料。 复习策略：先实体法，后程

序法；先国内法，再国际法 对基础薄弱者而言，最好遵循循

序渐进的规律，注重各科的先后顺序。如应当先实体法，后

程序法；先国内法，再国际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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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有个自

我命题意识，要善于找“题眼”，揣摩命题者的设计思路。

同时不要忽视教材中出现的小案例，这是很好的命题素材，

稍加变化就可能出现在司法考试试卷上。 辅导培训： 辅导之

类的学校，设立了基础、特色、函授三种大方向的不同班次 

那么，怎么选择一个好的辅导班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

从授课师资、教学模式和外部管理三个方面去考虑。这是三

个关键点。 首先是授课师资。考生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否过关

，而一个培训机构能否提供出色的授课老师就直接关系到考

生的成绩。比如，开华司法考试 培训学校邀请了北大、人大

、清华、政法大学的许多著名教授前去讲课，这些教授大多



是自己领域或某一方面的权威，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

的实践应验，能够很好地为考生传授知识。同时，一些学校

还向学员提供大量的辅助教学辅导。像 开华 ，成立了一支“

梯状式教学团队”，除去名师团队外，另有应试研究团队、

高手答疑团队为学员把握命题规律，提供应试技巧，提供大

班上课外的个性化家教式辅导。 其次是教学模式。司法考试

是一门讲究方法的考试。除了有好的教学团队外，还需要有

好的教学模式，这样才能结合两者的优点，发挥最佳效果。

像诸如 开华 之类的学校，设立了基础、特色、函授三种大方

向的不同班次，既有系统训练的培训模式，又有特色针对某

个方面的教学班，还有最后培养实考状态的冲刺模考班，能

回应不同学员的需求，起到的效果就比较好。 最后是外部管

理。这一方面看起来不如前二方面那么重要，但是却是必不

可少的。有了好的老师、好的教学模式，没有好的管理一样

不能对考生有好的辅导效果。现在的一个情况是，在北京辅

导班上课的许多学员都是从外地进京的，因此培训学校是否

有能力安排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条件，能否保证承诺的师

资到位，能否解决一些突发的问题和满足学员相关的要求，

是关系到有效复习备考的重要因素。因此，考生可以在报班

前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比较各个培训机构的管理模式，或者

可以从以前的学员那里了解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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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