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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大纲作为每年司考范围，无疑应该倍受广大考生关注。根

据以往的惯例，考生一般可在7月份报名时才能拿到考试大纲

，以往的司考大纲本身就是一本书，而从2000年开始，其司

考大纲同必读法规汇编在一起构成一本书。这样的一本书就

更应该受到重视了。为了使广大的考生朋友们迅速掌握大纲

的要求，更有效地利用司考大纲来进行复习，在此我们谈谈

对司考大纲的认识，并提出几点建议。（1）迅速掌握大纲考

查要求，熟悉考试内容、范围。考试大纲是考试出题依据的

范围，考生可以最快的速度全面了解一下大纲的内容，形成

对应试知识结构的总体认识，做到有的放矢。我们注意到，

考试大纲实际上是14本指定用书的配套材料。大纲的篇、章

、节的结构安排与这些指定用书的内容相对应，大纲只是将

这些内容提纲挈领地分别列出。也可以这样认为，即便是没

有考试大纲，只要手中有14本指定用书，而你只要将这些书

的所有内容认真去看，这就符合了大纲的基本要求。（2）依

赖大纲但也需懂得分清主次和采取必要的取舍。依赖大纲也

就是要相信大纲划定的考试范围。有些考生担心试题会超出

大纲范围，事实上，没有这个必要，大纲的出版说明中对这

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我们分析了近年来的考试试卷和司考大

纲，也没察觉有"超范围"的现象。但需要各位考生注意的是

，对大纲所列内容应如何理解和对待的问题却很重要。①大

纲内容分主次。在大纲的目录和具体的章节中，我们都会发



现大纲对各部门法及其重要内容一般都要求掌握其概念、基

本原则等内容。例如:考试大纲中民法概述一章就要求掌握民

法的概念，民法的渊源及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和意义等，

其实在学习时，仅仅抓住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勿需死记硬背

，只要理解即可，也不必去拿一些民法教科书从民法的本质

、研究民法的方法等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那样不仅浪费

时间，而且会因主次不分而收效甚微，因为纯粹的概念解释

、简答这一类题型已从近几届司考中消失。对于理论上存在

的重大分歧，以及对某些事物的抽象分类等，一般也勿需过

分注意。学习时，要从司考突出的实务性、有效性的特点出

发。虽然全面学习对法学领域中的各类问题会有深刻的理解

和掌握，但作为律师资格考试就要懂得"针对性"的重要性。

②大纲内容也要有选择性。考试大纲的目的，就是让考生明

确学习方向和复习范围，但这里有一个误区，即"这些内容都

将必考无疑"，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出题者一定会根

据当年司法部对命题难易的要求，以前考题的出题情况，并

结合当前政治、法律、经济、重大时事等诸多方面而对大纲

内容有所选择的"点兵遣将"。如大纲中行政法学第三编行政

复议这一章节，大纲列出的内容不少，但1999年司考却连一

分都没考，相反在2000年司考第一卷中则考了大量的行政复

议。而2000年则几乎没有考大纲中所列法理中的立法和必读

法规"立法法"。由此可见，若能有效地判断考试重点，排除

那些不考的内容，集中精力去复习重点内容，这对于那些时

间不充裕的考生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这种需要一定勇气

和精准判断力的复习方式，同样需要有丰富的司考经验，我

们也不能轻易地对某些知识点的考情妄下断言，毕竟出题者



的主观想法无法把握。③对比新旧大纲的差别，判断掌握复

习方向和重点。这种教材内容编排的变化，往往预示着司考

命题方向的变化，其中某些内容更是司考的"热点"。例如

，2000年教材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一节与1999年教材的

同部分内容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增加了"特别行政区法律地

位概念"这一内容。而这一内容则在2000年的司考中就有了反

映。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教材的变化应引起考生的

足够重视。前面我们讲过了，统编教材实际上是司考大纲的

具体化和详细化，而司考大纲则是统编教材的简单提炼，对

于统编教材的使用一定要结合司考大纲。而且对于统编教材

也要分清主次，有重点地复习，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能够

将新旧版统编教材作一些比较，看看新的变化和改变，把握

方向。总而言之，司考大纲和统编教材都非常重要，是出题

的范围和方向，使用好大纲和统编教材是复习成功的重要因

素，有时也可能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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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