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谈如何备考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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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8_B0_88_E5_c36_483077.htm 一年一度的国家司法

考试即将拉开战幕，已经走过6个年头的国家司法考试因为平

均每年不到10％的通过率，成为众多考生心目中的“天下第

一难关”，如何使自己的复习备考事半功倍？记者近日就此

走访了北京工商大学李仁玉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周光权教

授等几位长期从事司法考试培训的老师。 备考期分两个阶段

，阅读是“主食” 司法考试备考要讲究策略。一般来讲，备

考期主要由知识储备和应试能力提高两个阶段组成。法律知

识储备的最佳途径：1．阅读辅导用书并结合聆听150小时名

家名师授课录音，2．参加面授或网络教学辅导班。 阅读辅

导用书、聆听授课录音二者如果结合得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

的学习效果，对辅导用书的学习主要是梳理、完善10多门部

门法的知识体系。考生一定要注意：阅读辅导书不会大距离

拉开考生间的考试分数差距，就像我们饮食一样，大家都吃

大米、白面，但真正决定一个人营养摄取差距的是“菜肴”

，所以有时把阅读辅导书比喻为“主食”。当然，阅读间的

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参加面授学习，主要是聆听老师结合经

典案例、历年真题、重点法条、知识点（包括重点、难点、

考点）讲授部门法。许多考生在阅读中无法归纳出部门法考

试重点、考点面授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刑法、民法的

掌握对考生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即所谓“通民刑者通司考”

。从部门法看，是否通过司法考试民法、刑法至少有50％以

上的决定作用。和其他部门法相比民、刑法掌握难度大、耗



费时间多，要求考生备考期始终要持续下功夫，即所谓“持

续发力”。 记忆和演练真题的关系 阅读是备考的初级阶段，

贯穿备考行为的始终。 阅读一定要注意几点：一是疏理完善

好部门法知识体系。二是读出部门法的知识点，也就是读出

重点、难点、考点。三是把书读薄，第二遍阅读的阅读量应

该只是第一次的五分之一。四是通过阅读理解知识点。 记忆

是备考的中级阶段，备考中、后期要格外强调。 记忆是建立

在阅读和理解基础上，阅读与记忆在备考中后阶段更要强化

，因为许多简单的题目都要依靠准确记忆重点、难点、考点

等知识点，如果在这部分记忆性题目上丢了分数，很难在卷

面上得到弥补。没有准确、充分、有效的记忆知识点，应试

能力很难提高，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真题演练是

备考的高级阶段。目前没有任何习题集的水准能够接近历年

真题，有的相去甚远。做这样的练习题对应试能力提高没有

作用，历年真题题目难易程度搭配非常合理，符合司法考试

的题目难易规律。不做历年真题考生很难带着问题去阅读，

最终整体备考行为容易形成了头重脚轻的状况。 考生还需要

注意的是，目前参与到司法考试培训的老师都不是参与司法

考试命题的老师，老师的辅导会和今年的试题有一定脱节，

司法考试培训老师多年形成了自己辅导的模式，不是很容易

跟得上司法考试应试所要求的变化，目前能达到司法考试应

试状态讲解的为数不多。 演练真题，培养题感 认真掌握前3

年的真题非常重要。历年真题覆盖了95％以上的考点，涵盖

了出题人85％以上的命题思路、题目设计形式、题目设计要

求、文字表达模式、逻辑变化形式。 考生备考时知识点掌握

过深或过浅，知识点超出考点或没有覆盖考点是经常遇到的



问题，历年真题可以把你备考掌握知识的深浅控制在司法考

试要求的层面和范围，同时可以很好地掌握各部门法所占分

值比例。 应试节奏也是通过历年真题来准确训练、把握的

。600分制要求大家在75秒答出1分值题目，题目有难易之分

，容易的题目可能只用10秒，难题目耗时很多，有些题目甚

至答不出来或无法答对。怎么合理安排答题节奏考生在历年

真题训练中会自然领悟。 所谓书读千遍、其意自见，演练历

年真题，熟能生巧，自然能够培养题感。这比任何人传授效

果都要好。 以前律师资格考试大家拼的是重点法条、记忆功

夫，是在法条记忆、甚至阅读层面比差距。现在竞争更加激

烈、题目难度加大、分值加大、题型增加，考生已经在更深

入的考题层面上比拼实力了。 司法考试冲刺复习在即，最后

阶段考生应以应试能力提高为主，重点把握部门法考点，强

化记忆但不偏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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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