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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在我们的聊天进行的同时，有很多网

友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访谈，很多网友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了，到底应该怎样复习？在接下

来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到底怎么样才能比较高效率地去复习

？ 下面就请郑老师给大家重点谈一下备战07年司法考试，在

复习方法上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把握？ 郑其斌：我刚才其实也

提到了我们对司法考试的复习应该严格抓住司法考试的命题

规律来进行，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考试仅仅是一个考试，它跟

你掌握多少知识可能并不具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

根据司法考试本身的规律来进行，不是说你的法律知识比较

深厚你就一定能通过这个司法考试，这个我们可以从司法考

试在考场上的这些考生看出来，很多法学硕士、博士都在考

场上失败了，其实你很难说他们的法律知识不行，他们其实

更多是在于他们影视的能力不行，也就是本身对于司法考试

的规律没有把握。所以，我们说的复习方法也主要是紧紧抓

住它的命题规律。我想备战07年的司法考试主要从这几个角

度，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 第一，我们一定要加强对

历年真题的学习和研究。因为 司法考试考了这么多届，而且

它的命题已经基本规范、基本稳定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研

究它历年的真题来研究命题人的心理。我们通过把握命题人

的心理来预测2007年司法考试命题的时候考哪些东西，所以

对历年真题的研究是我们司法考试复习的前提。因为面临一



个东西，首先你得知道它是什么，而对于司法考试的复习来

讲，我们首先要知道司法考试考什么，这是第一个角度、第

一个方面。 主持人：有很多老师和通过考试的朋友们都在强

调真题确实很重要，那么，考生到底应该怎样来把握真题？

是要反反复复地做吗？还是说每做一遍都要去总结规律？具

体的操作应该怎样来进行？ 郑其斌：要求大家对历年真题进

行学习和研究主要是要求大家，我们通过真题中去把握命人

的命题规律，具体来讲，我们做题的时候对历年真题我们的

使用方法，我们推荐的办法是拿着这一套真题来了以后，首

先我们自己做一遍，做一遍以后对答案，看自己错在哪儿，

这是一个提高自己知识能力的问题。然后对每一道试题我们

来琢磨，主要是琢磨几个方面：第一，当然是这道题的基本

知识，考的是什么，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提高我们知识

能力的一个问题。第二，我们要琢磨或者是说重点要琢磨的

是它的命题思路，这一道题它虽然考的是这个法条，可能很

多题都考这个法条，而这个法条看起来很平淡，就是几个汉

字组合，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研究这道真题知道命题人对这

个法条中哪一个词语是最感兴趣的。那个法条并不是所有的

文字要考，它只关注其中某些词语、某些汉字，所以我们通

过命题，通过这个真题的研究，我们要把握命题人的这种命

题思路，也就是命题心理，这是要着重去把握的，这也是我

推荐大家为什么去研究真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是对于真

题利用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面，我们说司法考试的复习战

略主要是从发条的角度。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最后我们对司法

考试命题的规律是根据发条的重要性，发条是最重要的。我

们说发条很重要，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发条都很重要。所以



，我们要有策略地去复习重点法条。这一句话其实就包括两

个方面，第一，我们从后面来讲大家要熟悉重点发条，1.2万

多个法条不可能都被考到，每一年司法考试只考到400多个法

条。当然考生马上会问，考试之前哪知道考哪四百条，其实

我也不知道。在2007年司法考试之前，我也很难告诉你考哪

四百条，但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司法老师都应该有能力告诉你

哪些法条是绝对不考的。根据我们的研究表明1.2万条法条其

实只有4000多条法条可能被考到，也就是有7000多接近8000条

法条是不可能被考到的。也就是拿着一本厚厚的法律法规汇

编拿来看，只有三分之一的东西有可能被考到，三分之二的

东西是不可能被考到的，我们花大量精力研究那些法条，最

后三分之二的工夫都白用了。或者说如果考虑到有些法条晦

涩难懂，比如《海商法》，比如一些《票据法》，比如经济

法中一些法律，比如环境保护法，这些法律本身就晦涩难懂

，这时你如果花精力把它搞懂，其实考虑这些因素，你可能

会花更多的时间是做无用功。所以，法条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是把重点的法条勾出来，哪些法条是要考试的，复习的第一

步是勾出可能考到的4000多个法条。 第二，有策略地复习这

些法条。我们要把握这几个角度： 1，命题的角度，对一个

法条应该把握这个法条哪些文字是可能被命题人用来做文章

的。考生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法条考哪个，又不是我命题。但

是研究真题就是研究这个，研究真题就要研究人家这些命题

人所谓的教授们、专家们他们到底看重的是这个发条中的哪

个汉字，这是第一。要把握命题思路、命题角度、命题规律

。 2，发条的体系化。跟命题规律的研究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刚才讲命题规律的时候提到，现在的命题越来越强调综



合性、体系化。一个题并不单独考这一个法条，而是考了很

多法条，所以必须把这些法条都掌握了才行。那这些法条并

不是随意组合，都是有规律，所以我们要加强法条的体系化

，这是应对综合性。 最后，对于法条我们一定要去记住它。

实际上记的技巧有很多，我们一直说司法考试，我认为最让

人郁闷的一件事就是司法考试不让带法条，如果把法律书带

进去翻都能考过，但是不让带。我们就要记住，即使我们

把1.2万法条删到4000法条也是很多的，所以要技巧。我们强

调诗歌化，每一个法条或者是多个法条组成诗歌，我们都读

过唐诗宋词，每一个法条都编成五言绝句或者是七律来记住

，必须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把它记住。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

角度，那些重点发条我们要有策略地复习它，然后记住它。 

第三个方面，分阶段、系统地分析，多次地重复记忆，完善

知识结构，提高法律知识水平。 这就讲到了我们司法考试要

考的两个问题，其实司法考试要求每一个考生或者是每一个

要通过的考生都必须具备知识能力和应试能力。首先你必须

具备法律知识的素质，如果从来没学过法律去考司法考试，

我这个人做选择题特别厉害，拿一个硬币一扔就能做出选择

题，你应试能力很强，但是没有法律专业知识很难。所以，

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司法知识，我们要分阶段系统复

习。现在可能有些考生已经开始自己在家里面复习了，我们

在复习的第一阶段必须要全面地搞懂司法考试可能考到的知

识点，把司法考试可能考的知识点要一网打尽。我们也是要

注意两个角度，第一，你必须知道哪些要考，哪些不要考，

把可能考的东西划出来。第二，对这些可能要考的东西全面

搞懂。这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这可能并不需要大家去搞



多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去复习一下重点东西，第二阶段再复

习一下重点东西，每次花的时间都很短，这样可能每次都会

有遗漏，每一次都搞最核心的东西，次重点的，但是考试也

可能考的东西就给遗漏了。所以，我们主张第一次必须是全

面地系统地去搞懂所有可能考到的知识点，把这些所有可能

考到的东西全部搞清楚，我们可能要花较长的时间来完成这

个工作。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终目的是要记住它，我们

也要多次重复记忆。这个重复并不是说你去听一些辅导班，

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讲不同的东西给你重复。而是我们

的重复是要从不同的角度重复，第一次搞懂了之后，第二次

比如我们可以做题，通过做题把这些知识点重复了。还有一

个复习手段，因为必然有一些重点和次重点，你可以对一些

重点的问题再次进行重复，去学习、巩固它，通过多次反复

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的这种重复记忆，通过这种手段最后完

善我们的知识结构，提高我们的法律知识本身的水平，完成

司法考试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知识能力的要求。知识

能力提高了，这是我们参加考试的一个基础。 复习方法的第

四个角度是提高应试能力，也是司法考试要求的第二个角度

，必须有会考试的能力，只有会考试才能通过这个考试，这

是中国人惯用的手段。我们的考试虽然很多人批评它有很多

弊端，但是它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机制，它可以选

拔比较优秀的人才。但是它确实有一些弊端，你有知识了，

你没有应试能力应该过不了，但是你没有知识，光有应试能

力仍然过不了。但是有知识没有应试能力也不会通过，这就

是为什么法学硕士、博士甚至教授考司法考试过不了的主要

原因，并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影视能力。所以，对影视



能力的提高，我们是主张大家多做题，反复多做题。现在考

生就说，现在市场上不知道该做什么题，因为现在市场上一

方面出版的题特别多，每一个出版社都出了大量的题，不知

道该选哪个。另外，真正拿过来以后发现那些题跟司法考试

的真题又相差很远。这就是我们在做题时候首先第一步就是

选好题，你把一些比较好的题给选到，这是要做到的。第二

，需要学会用题。我曾经听过一个考生说做了1万道题，一套

是308道题，就是30套，你关在家里考了60天试。你如果真的

做了一万道题，到考场上没有哪个题你没做过，但是最大的

弊端是上了考场以后觉得这题太熟悉了，我都做过，但是忘

了当时选了哪个正确答案，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用题，一定

要从多个角度用好题，千万不要做一题扔一题，觉得这个题

知道了，对了还是错了，就扔了。我们一定要学会用题，题

本身的考点你要知道，这是我们对这个题利用的第一个层次

也是最初的层次，考试考点本身要知道。 第二个对这个题利

用的角度是要把握这个题的命题思路。这个题既然是比较好

的题就比较符合司法考试命题规律的题，我们就要知道这道

题的命题思路是什么，对法条是怎么考的。 第三个角度，解

题技巧。我们说选择题的解题一定是有技巧的，当然你如果

完全懂得，解题技巧可能用途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于那些我

们似懂非懂的知识点，通过一个比较有效的解题技巧一定能

够得到正确的答案。 最后，我们要知道它的相关知识点，其

实就是体系化，就是前面所说的命题规律综合性的考察。对

于这个考点我们要知道它相关密切的考点还可能考什么。说

一句非常坦白的话，对于我们从事司法考试辅导来讲，我给

你出了一道题，不敢保证2007年司法考试一定会考我这一百



道题中的题，不敢给你这个保证，考原题不可能。虽然后来

又碰上了，那纯属巧合，考前一定不敢告诉你一定会考这里

的题，但是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些题相关的知识点一定会

考到，也就是相似的点，对于同一个考点这一个法条一定会

被考到，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法条换一个角度是在哪儿，相关

知识点我们必须要掌握，也就是我们说的加强体系性的学习

，这是对题我们要从这几个角度来把握。这也是提高应试能

力一个重要的方法和标准。 这是复习方法的第四个角度。 第

五点，一定要有效地利用教材，每年法律出版社都会出一些

辅导用书，这些辅导用书是非常有用，也是非常必要的，但

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用它。这些辅导用书是一个基础，但是它

是符合司法考试大纲的要求，但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会被考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有效地利用这个教材。 第六个角度，

其实就是应对理论性加强的考察，加强理论素养的学习和训

练，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学习，一定要注意，考论述题加强

理论性，这是司法考试中心一直在喊的一个口号，也是很多

法学家所提倡的一个命题趋势，但是千万不被这个口号所迷

惑，它的理论性的加强不可能是非常非常的深入的理论的考

察，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学习有技巧性地提高我们

的理论水平。我们说有技巧用一句不太正式的语言就是奇技

淫巧，其实就是我们作做题的时候能够得到高分。虽然我们

知识储备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在很短的时间理论得到很大

提升是很难的，但是学一些小技巧可以较大幅度提高我们的

论述分数，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这是复习方法，从这

些方面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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