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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2007_E5_9B_

BD_E5_AE_B6_c36_482997.htm 在司法考试备考我告诫大家以

下几点，不能说是备考箴言，但一定具有方向性指导的意义

。 一、明确卷面题目难易程度的分布规律，做到有的放矢。 

司法考试试卷题目设置要求分为上、下限：上限为具备科学

性、合理性要求；下限为 不出常识性错误，整体要求是不出

常识性错误，当然，科学、合理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也是司

法考试制度完善过程中的现阶段所决定的。 卷面试题难易程

度的分布（也就是600分的构成要求）：1、容易的题目为150

分，这块题目是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可以答对的。2、不容易

的题目占150分，这是要经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培训，或者

关注于国家法制进程、思维和视野开阔的普通人士也可以答

出来的。3、较难的题目是150分，这部分题目对考生而言能

否通过司法考试都取决于此。4、难的题目有150分，这部分

题目考生答对的可能性很小。即便是同一个专业、同一个领

域中的著名学者也未必能做对。考生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

出决定一个考生命运的是较难的题目所占的150分。所以当一

个考生考到450分，他肯定是状元了，不是全国状元，也是地

区状元。 二、明确题型设置，多选题、不定向选择题决定考

生命运。 单选题在国家司法考试当中占150分，多选题和不定

项选择题占300分。单选题设置技术简单，考生答题正确率也

高，在单选题、主观试卷当中考生普遍（不管是否通过）分

数成绩悬殊很小，真正拉开考生之间差距的是多选题和不定

项选择题。这部分题目设置溶入了我所说的不容易的、较难



的和难的题目。 我经常把单选题比喻为花样滑冰项目当中的

常规动作；而多选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就是"自选动作"了。决

定于一个花样滑冰选手是否能脱颖而出的是自选动作的难度

和稳定，决定考生是否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要看他多选题和

不定项选择题的正确律。我几年前就提倡一个想通过国家司

法考试的考生"单选题要有持续、稳定的高正确率；多选题目

和不定项选择题要有充分、超常的发挥"。如果一个考生不解

决好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正确率忽高忽低、不稳定的

状态无从谈起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至于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

选择题更深入的属性这里不谈。 三、关于辅导用书和历年真

题 关于辅导书的阅读我将分上、中、下有三篇文章具体去谈

，是针对六、七、八三个月考生备进程作以指导的。读书大

家都会，但是真正读"出来"，不为辅导书所困、所扰、所疲

、所厌不是一般考生可以做到的。国家司法考试之所以难通

过辅导用书阅读量过大是其原因之一（不是主要原因，主要

原因还是录取率）。辅导用书科学、合理的运用谈起来容易

，做起来非常难。辅导用书只有和历年真题结合好对通过司

法考试才有帮助。 关于历年真题。历年真题大家一定要给予

充分重视，原因有以下几点：1、司法考试考的就是题目（试

题），而历年真题实际上就是以往的考题。2、目前的国家司

法考试培训和司法考试自身是脱节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培

训模式，没有与时俱进的适应司法考试新的变化和趋势。3、

能够真正做到应试辅导的老师了了可数，即便是传统意义上

的名师真也是青黄难接（如果还沿袭传统的辅导模式我认为

可以青黄不接，甚至青黄别接）。因为能够讲授到应试层面

，对一个辅导老师而言投入的精力可能比司法考试考生还要



大，能做到应试型讲授的必须是学术新睿、新生代。目前的

司法考试培训所传授的是基本的常规的动作，而司法考试本

身是个擂台，靠这一些基本的常规动作上了擂台必然败下阵

来。 四、 民刑要持续发力传统意义上重点开始动摇 民刑法对

于一个考生来讲不同于其他部分法的地方在于：每一个考生

只有投入大量的时间、只有持续的学习、只有深入的把握才

可以学好，至于宪法、法理等等许多部门法采取临阵磨枪的

权宜之计是立竿见影的，非常有效。 部门法传统意义上的重

点，因为司法考试与所谓的培训所形成的博弈状态之出现，

必然会产生动摇，但不是广泛的、大面积的动摇。实际上这

点变化只在几十分左右，但是真正摧毁的是因袭十余年的传

统培训模式。 五、多做历年真题带动阅读和思考 阅读只可能

使一个人的思维处在理解的状态，大多数人至少如此，所以

有时我说阅读是被动的。要想带着问题去阅读只有做题，而

且是做历年真题。历年真题可以使考生对辅导书的阅读从理

解的状态升华到思考的状态，升华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状态。使被动的阅读变为主动。 孔子的千古名训"学而不思则

惘，思而不学则怠。"辅导用书阅读只能使考生停留在学的层

面；重点法条记忆、辅导书的理解只能使考生徘徊在思的范

畴；而怠和惘的问题依然存在，无从解决。恰恰只有"阅读辅

导用书、记忆重点法条再紧密结合历年真题演练、研习才可

以解决这个问题，使考生"学而思"融为一体，"怠"和"惘"的问

题自然迎刃而解。 以上是我对以往关于司法考试备考观点的

集中总结，像我以前说的属于管窥蠡测，"这里不是思想的绿

地，也许是扼杀思想的泥沼"。但肯定可以给大家备考提供一

个视点。即便是井底之蛙，我望到的肯定是天空。 在这里衷



心祝愿看过我这篇文章的考生能够得到一点点启发，并

在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当中取得圆满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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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