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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2963.htm 总结我自己参加司考

的经验，供大家分享，也许对大家有所裨益。1、千万不要轻

易改变已经选定的答案一般来说，凭借第一印象而选定的答

案，准确率极高。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司考客观题目

的选择肢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进行深刻的分析，感觉那个答

案都非常有道理；另一方面，司考很大程度上是“跟着感觉

走”的，限于司考的时间有限性和题目广泛性的矛盾，在司

考中很难有精确的推理和准确的记忆。相对而言，第一次选

定的答案是自己知识和经验的迸发，准确性高。为此建议：

题目答完后，除非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和笔误，最好不要改动

。答完题目后、稍作检查就走。2、不要受高难度题目的干扰

司考题目70%考查的是基础性知识，这部分题目是我们司考

的目标。在这部分题目上失分，意味这。。。。。。。当然

，司考题目中也有一部分的是高难度的拔高性的题目，我们

对这部分题目的态度应该是：能作就作，不能做就撤。千万

不要牵挂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一般而言，司考客观题目的难

易程度的排列是：难——易——难。司考这种排列是有道理

的。上来就对你当头一棒，把你打晕，使你在一上来就陷于

这种高难度的题目，以致于对后面较为容易的题目，也迷糊

。而且，你在作后面的题目，常常为牵挂前面的题目，容易

导致思维混乱。为此建议：对开头选择肢比较长，或有难度

的题目，不要恋战，迅速跳跃过去，先收拾那些有把握、比

较容易的题目。3、一定要注意题干是让你选择“错误”或“



正确”客观题的题干经常是要求你选择正确项或错误选项。

而在选择肢设置采用的正误交叉的方式，这样稍不注意就会

出错。为此建议：在选择肢中标注正确和错误。然后再看题

干是要求选择正确或者错误。4、对四卷的两点建议。①、对

简单题目，只需要答出要点即可。不需要作大的分析，点到

为止。如果分析过多，一则言多必失；二者也不会加分，徒

劳无益，还耽误作最后论述题目的时间。②、对论述题目。

总的要求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只要做到观点正确、

论证有力、结构完整、字数充分，字迹清晰就新。没有必要

标新立异、引经据典。4注意利用选择肢之间的逻辑关系选择

肢之间往往会有矛盾、对立、包含、交叉的关系，充分利用

选择肢之间的这些逻辑关系，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自己

完全不会的题目怎么办？司考题中常常会出现你从来没有接

触、知道，或者拿不准的题目，这部分题目食而无味、弃之

可惜。一般说，实定法之外，还有法理、道理和生活的一般

规律和经验。这样，对这部分题目，实在没法子，就凭借自

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尤其是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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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