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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0472.htm 此外，就是适当做一点

练习。大家想一想应对高考、托福考试的方法，“题海战术

”不可或缺。司法考试也可沿用此战术。不过一定要注意法

律考试的人文特色，不可斤斤计较个案的结论、钻牛角尖。 

一、刑法试题所占分值和试卷设计的变化 2004年司法考试试

题中刑法学试题的数量和分值为： 1、卷二中的客观题共40

题60分，为：单项选择20题20分；多项选择11题22分；不定项

选择9题18分； 2、卷四中案例分析（第六题）25分。 两项合

计共85分，约占总分600分14％强。如果加上卷四论述题第一

题（25分）部分涉及刑法第13条“但书”以及侮辱罪的“情

节严重”的程度要件，刑法学分值大约占总分的15％。这

比2003年略有增加，2003年刑法学试题分值为49分，加上文书

写作题中的刑法学知识，刑法学分值大约占总分的13％。

2004的司法考试在试卷设计方面做了重大调整，把每卷100分

改为150分，由此带来的变化是： 1、客观选择题（卷一、二

、三）中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由每题1分改为每题2分

。对刑法学而言，仍属于技术性的变化，与2003年相比考试

难度不增反降。因为2004年卷二试题中单选题数量有所增加

，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数量有所减少，使单选题数量

和分值所占比例还略高于2003年试题（单选12题，多选和不

定项选共28题），单选题增多而多选题和不定项选题减少，

这意味着试题分量和得分难度有所降低。因为多选和不定选

通常较难做也较难得分。 2、卷四的分量有所增加，第四卷



考试时间增加半小时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变化反映了对主观

能力（如分析、表达能力）测试要求的提高。对2004年刑法

学考题的影响是案例分析题的单题综合性加强，这反映在案

例分析第六题标准答案的要求更为全面、细致。 今后，客观

题各卷的试题数量大体能稳定在100题，单选与多选、不定项

选各50题。这对复习应考没有实质影响，但对考试答题技巧

有一定的影响。“看分答题”是考试的基本技巧，既然50个

单选题只占50分（一份试卷的三分之一），考试分配的时间

也应大体掌握在1小时。而50个多选和不定选，占100分，因

此应当分配2小时。对于第四卷案例分析，针对单题分值加大

、综合性提高的特点，在复习时应学会站在法官处理案件的

角度，了解“完整”处理一个案件需要哪些基本要求。以卷

四案例分析第六题为例，对案件分析题中各行为人除了定性

（构成何罪）之外，一定要注意处罚问题。包括各种法定情

节（预备、未遂、中止、从犯、胁从犯、自首、立功、累犯

等）的认定、适用，常见罪法定加重情形的认定、适用，主

刑和附加刑的适用等等。也就是说，凡是法官处理一个真实

的案件所要做出的实体决定，在考试中做案例分析题时都应

当考虑到，并要求一一做出处理结论。针对论述题，则要求

加强对各部门法基本精神、原则、核心问题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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