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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C_8005_E5_9B_c36_482889.htm 司法考试是对应试者法学

理论基础和法律实践经验的双重考查，对记忆准确性和逻辑

分析能力都有要求，找到适合自己的司考“战术”是顺利通

过司法考试的关键所在。笔者于 2004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以下结合自身的复习经历，谈几点个人的复习体会，以期对

考生有所帮助。 一、考前准备阶段 考生应当从精神和物质两

方面进行准备。精神准备是指要有良好的备战状态，既不能

麻痹大意，草草复习，也不能“重视”过度给自己造成太大

压力而致惶惶不可终日，应当以认真踏实的考试态度和必胜

的信心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 “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物质方面的准备主要是指司考复习资料的选择。当前市场

上司考资料品种繁多，让人眼花缭乱，考生在选择时最好征

求一下有经验者的意见，不可盲目。司法考试指定教材、历

年真题、法条法规汇编和重点法条是必不可少的复习工具。

笔者认为，在选择历年真题时，该题集除了题目和答案之外

，一定要有题目分析和考点分析，此外就是选择错误率低的

书籍。重点法条的选择也很重要，其内容不能仅仅就“重点

”而论“重点”，而应该指出和其他相关法条以及司法解释

的联系，以达到强化记忆和触类旁通的目的。无论从复习还

是考试而言，司法考试都是对考生精力的挑战，因而，考生

一定要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注意合理饮食和适当锻炼。 二

、实质复习阶段 这部分，笔者将从宏观角度，谈谈自己考试

复习过程中的体会。司法考试的复习时间安排很重要，笔者



以为战线不宜拉得过长，如果本科主修法律或者进行过较系

统、较深入的法学理论学习的考生，复习期间以三个月左右

为宜，否则，容易“复习疲劳”而使效率下降。 接下来谈谈

复习的阶段安排，在整个司法考试复习过程中，笔者经历了

三个阶段即知识的“入口??消化----吸收”，下面将分述之。 

（一）知识的“入口”阶段 正像我们在吃东西之前要看清楚

它是什么样子一样，考生应当结合大纲和司法考试指定教材

，将所考查的部门法和每部法考查的内容大致熟悉一下。以

民法为例，从考查的法条而言，包括《民法通则》、《担保

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商标法》

、《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等等，以及各部门法的相关司

法解释（考生可以从当年的司法考试大纲上明确具体考查范

围）。 从考查的内容看，除了要了解每个法条的重点内容以

外，还要搞清楚每个法条所规定内容的纵横联系，例如，我

国各个民事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有哪些，具有哪些共性和特

性等，这样复习的效果是有助于知识的立体化。笔者在第一

阶段的复习遵循四个“原则”，下面详述之： 1. 司法考试内

容的复习起点安排，最好按照各部门法所占分值比例来安排

，例如，可以先复习刑事法律或者民事法律； 2. 就司考复习

的顺序而言，建议采取“实体法＋程序法”的方法，例如“

民事法律＋民事诉讼法律”，“刑事法律＋刑事诉讼法律”

，“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等，这样的复习方法不仅可以

弥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障碍，而且可以相互对应，促进记忆

和理解。 3.微观复习即具体到每个部门法的复习，应首先掌

握司法考试指定教材中相关理论知识，然后再结合法条和司

法解释融会贯通，最后研究历年真题，分析考查方式和考点



。一般而言，历年真题中的考点是“恒重”的，即重复率很

高。但是从 2004年的考题来看，司法考试涉及的内容有全面

性的趋势，所以要避免一个误区即只依赖历年考点来复习，

这样会有失偏颇。 4. 将记忆性偏重的知识点放在后面复习。

由于记忆规律的作用和大强度的复习，不可能有太长时间的

记忆，所以要将这种记忆性偏高的知识点“置后”。例如，

法制史、法理学、国际公法等内容。 除以上四个原则外，笔

者建议考生在司考复习中，除了依靠“眼睛”和“大脑”，

还要学会用“手”，即要善于总结。采用这种做法的原因有

二：一是有助于记忆，俗话说“好记性赶不上烂笔头”；二

是，由于司法考试指定教材很详细，如果每一阶段的复习都

一页页翻实属负累，而大纲又过于简单，所以考生应制备自

己的“复习宝典”，将涉及的知识点系统化，例如，可以写

明考点包括的主要制度，各制度考查的关键点是什么，有哪

些疑点甚至包括复习过程中闪现的“灵感与火花”。也许在

复习的第一阶段会感觉工作量比较大，但到最后一阶段相信

会有明显的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知识的“消化”阶段 第

一阶段的复习已经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第二阶段就要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地夯实知识、提高运用能力。在此阶段建议

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方便理解和强化记忆。例如，三大诉

讼法之间的比较分析，诉讼中不同阶段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

比较等等。此外，就是要对历年的考点进行分析比较，看看

哪些是司法考试考查的“恒重点”，哪些内容还没有涉及过

；还应该仔细研究答案分析里的解题思路和解题技巧，特别

是针对案例分析题和论述题的解答。 （三）知识的“吸收”

阶段 此阶段是查缺补漏的阶段。考生可以选择一两套高质量



的模拟题进行练习，考查一下自己对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对自己还没有掌握或者掌握不透彻的知识进行补充，对重要

的知识点再进行强化。 每个阶段的复习要有全有偏。由于司

法考试复习的内容很庞杂，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有所侧

重。像分值比例大的法要进行全面复习，不能仅仅依靠重点

法条和历年考题。但有些部门法（如经济法），不必条条记

忆和理解，把历年真题的考点和重点法条搞懂搞透即可应对

考试。这里还要特别提及行政法的复习，一方面行政法的考

题偏难，另一方面司法考试指定教材中行政法部分的内容体

系性不强，所以最好拿一本本科教材做参考，有助于相关知

识的理解。最后，笔者认为复习过程中，阅读法条不能只停

留在字面，而应该透析法条背后的法理精神，这样才能真正

掌握知识点。 以上就是笔者在司考复习过程的一点心得，希

望对考生朋友有所裨益。备考期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相信

天道酬勤，祝各位考生好运！ 关于民法的复习方法，我还有

一点感受，就是不要搞“题海战术”。目前大量出版的各种

应试题解，无疑均可作为考生复习的参考资料，但老师出题

时总是围绕民法教学的理论体系和教学要点来进行的，所以

，做题只能是掌握题型以及答题技巧的一种途径，如果陷入

题海之中，放松对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的掌握只

能是本末倒置。相反，如果你把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和基本

理论都掌握得很熟练了，不管考试大纲怎么变化，也不管考

官采用什么形式来考查，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考生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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