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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6_9D_8E_E

6_A0_91_E5_BB_BA_EF_c36_53794.htm 新的一年开始了。面

对日趋激烈的司考竞争，应该如何备战2006年？任何时都有

其相对固定的内核和相对变动的外延，如何应对这种“不变

”和“变”呢？LG400执行校长李树建为您细细剖析备战2006

年司法考试的“破敌之器”！ 去年，我曾在《法制早报》上

发表题为《三大策略应对2005年司法考试》的文章（详见《

法制早报》2005年3月22日第15版“司法?考试”之“名家讲法

”栏目），从信念准备、时间准备和辅导准备三个方面谈了

谈对于备考2005年司法考试的方法问题。 现在，往昔硝烟已

散，今朝号角又响。酉戌之交，针对已经显现的和可能出现

的新趋势，在此谈谈应对2006年司法考试应试方法上的“不

变”与“变”。 不变----如何统揽全局 什么不会变？司法考

试总体上知识考查的框架结构不会变。 2002年第一届国家统

一司法考试举行。如果说，02、03年司法考试还处于摸索阶

段，更倾向于考察考生的记忆力和细节知识的话，那么04

、05年的司法考试就已经大体形成基本的命题思路，那就是

，理论知识与法条内容并重，理解、记忆与灵活运用并重。

以前，司法考试被考生称为“体力活”，只要花足够的时间

背熟法条就可以拿下；但是从05年的考题可以看出，考试不

仅考查法条、法规、司法解释的关联记忆，还需要考生具有

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对于法律有一种整体上的把握，同时

更需要懂得将理论如何在具体的案例中运用。这一方面是提

高法律职业者素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对考生提出了更为严



峻的挑战。而且，随着法律职业内部需求的饱和（想一想05

年通过人数和通过率达到了破天荒的3万余人和14.39%，已经

提前达到了国家预定的20万法律职业队伍的要求），司法考

试每年难度必将不断增加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一点不会改变

。因此，司法考试对于考生绝对是一个不轻松的“脑力活”

。所以，它必须讲究一定的策略方法。总体而言，与去年一

样，仍旧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信念方面，树立必胜的

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通过考试,这是复习应考的第一步。 司

法考试的通过率很低，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加强对法律的理论

深度和综合运用能力的考查。从历年司法考试（律考）通过

情况看，学法律的研究生的通过率并不比本科生占绝对优势

，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通过率也相当的高，说明具有法律基

础的考生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不管是法科学生还是

非法科学生，都要相信：机会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要一步

一个脚印地有针对性地复习，充满信心的备考。 时间方面，

考生必须明确，自己的最大任务是应对考试，而不是做学问

、搞研究，需要的是毕其功于一役而不是细细推敲，逐步论

证，因此不要求厚积薄发，只需在有限时间内最大程度地掌

握既定知识。那么，准备司法考试的时间预算多少为合理呢

？不宜太长，也不能过短。一般而言，法学专业的考生至少

要用2个月时间，全身心投入备考；而非法学专业的考生则至

少需4个月时间。因为，司法考试涉及法学专业的14门核心主

干课程，信息量极大，需要理解记忆的东西颇多，没有充足

的时间作保证，是无法全面有效掌握这些知识点的。建议在

职考生尽量谢绝干扰复习计划、浪费备考时间的社会活动，

全身心地复习备考。只有专心致志，才能一击中的。从这个



角度讲，LG400在今年针对非法学专业、在职人员推出的长

达4个月时间的“实验班”是非常合理和有针对性的。 辅导

方面，则要做好制定合理的复习计划、选择恰当的辅导资料

、选择适合自己的辅导班。 （一）合理的复习计划 《中庸》

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对整个复习过程没有

统筹安排，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难以实现复习时

间的合理分配。针对司法考试，一个合理的辅导计划应当是

分阶段、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和分不同的重点的。 从阶段方面

而言，司考的备考时间整体上一般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复习教材。在此轮复习中，考生应该重点注意对教材

的把握，特别是对于卷一各部门法以及民法、刑法这种对理

论有一定依赖性的科目，一定要紧扣教材，把握教材中的重

点和难点。对基础薄弱者而言，最好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

注重各科的先后顺序。如应当先实体法，后程序法；先国内

法，再国际法。司法考试的14门科目是一个法律概念、原则

、制度和理论体系，按照一定顺序通读一遍，以便有个整体

把握。（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科毕业生，这一阶段的时间分配

可以向相对较小。） 第二阶段，学习重点法条，特别是要注

意历年考试中所考的重点及难点，争取做到心中有数。备考

的过程一般分为阅读、理解、记忆、掌握、运用几个步骤。

一般而言，考生应首先从民法和刑法入手，这两门学科是各

部门法中发育最完善的，同时也是司法考试的重中之重，需

要下相当大的功夫才能掌握其内容并灵活运用，尤其民法学

是商法、经济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等学科的基础，掌

握好民法对备考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因此，对于民法、刑法

的重点法条，考生应该重点记忆。 第三阶段，练习做题。在



此轮复习过程中，考生应该重视对历年真题的分析和理解，

把握其中的出题思路。司法考试虽然要求掌握广博的法律知

识，但历年的考点重复率很高。许多法学基础不错的考生之

所以多年无法通过司法考试，其核心问题就在于忽略了应试

能力的训练。在提高应试能力的过程中，历年真题的练习作

用尤其明显。因为它们就是出题者的命题模式，它们本身既

是考点也指明了重点法条。 事实上，LG400的系统培训模式

就是以上三阶段模式的具体化，它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培

训方式是十分合理和有效的。 从不同的法律部门而言，司考

考查的可以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理论法学主要在卷一

和卷四，包括：法理学、法制史、宪法、法律职业道德、国

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应用法学包括：民法、民

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商法、经济法等。

它们有不同的复习方法。理论法学的复习方法是，以记忆为

主，以理解为辅。应用法学的复习方法是：以理解为主，以

记忆为辅，目的是运用。对于应用法学而言，以下方法是十

分重要的。1、以法条为本，司法解释为重：司法解释解决的

是具体法律运用中常见而疑难的问题，可操作性强，并且适

合命题的素材。例如，《民法通则》作为我国民商事方面的

基本文本，极其重要。2、以新法为重，紧扣热点问题。这是

司法考试与以往律师资格考试的共同点。热点问题一般是学

术界、司法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例如证据问题是近年来大家

研究的热点问题，司法考试考察有关证据内容的大大增加，

作为最新研究成果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受到命题人的特别青睐。同时，新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不仅可以作为司法考试这种难度较大的职业考试，拉开考



生分数档次的重要内容，也符合“与时俱进”的精神。当然

，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法律是一种实践

理性，都需要理解和运用，以上所说的仅是侧重点的不同。

事实上，去年的考查已经明显地出现了理论法学的应用性趋

势，这一点我将在以后谈及。 从考查的重点而言，我已多次

提及，司法考试涉及一万多条法条，通盘掌握是不切实际的

。要在短期内记住它们，应当把所有法条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必须熟记的重点法条，数量在15%左右，必须熟记；第二

类是次重点法条，数量在20%左右，考查的机率也很大，也

应充分记忆；第三类是应景法条，考分极少，时间来得及，

可稍微浏览，无时间就可大胆放弃。这就是“抓大放小”和

把握“主要矛盾”的要求。当然，即使对于那部分重点和次

重点法而言，数量依然是很大的。怎么办？这就需要一定的

记忆方法。这里，综合几年来的教学经验以及一些过关学员

的经验，向大家推荐几种方法：1、及时记忆法。遗忘规律是

先快后慢，因此，复习频率应是先密后疏，并尽量缩短复习

周期，以防战线太长，看了前边忘了后边。2、两头记忆法。

就是利用早晨没有前摄知识的影响，进行新知识点的记忆，

晚上睡前对一天所学内容进行复习，可以采用睡前回忆的办

法。3、图表记忆法。如诉讼法中，各种期间极易混淆，可以

采取列图的方式巩固记忆。4、要采取开放式的学习方法。学

习之中难免要碰上难题，有时可能是对法条把握不准、理解

不透造成的，这就要和别人多交流，互相探讨，向老师求教

。不要孤立地复习、苦背法条，貌似清净，实则闭门造车，

会将许多疑问带至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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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