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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只有最后20天左右的时间了。科学、合理地利用这段时

间进行复习备考，对考生提高成绩是很关键的，一些长期进

行司法考试辅导的专家对考生提出了建议。 记者：在最后20

天的时间里考生应该怎样安排复习，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专家：整体的备考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针对国家司法考试提

高应试能力的过程。在最后这个阶段更要强调把以往所学习

的法学知识、重点法条转化为应试能力。从考试大纲看，国

家司法考试题型的模式没有太多变化，只是今年论述题增加

到两道。考生在这20天里做一套或两套前几年的真题，对应

试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点(考点、重点、难点)的归纳、总结帮

助是最大的。在这20天中读教材或辅导用书对考生意义已经

不大。重点法条的记忆应该本着结合案例或历年考题具体地

把握，而不要单纯地、抽象地记忆，也就是说要在理解的基

础上记忆。只有理解了，在临场考试时才不会遗忘，具体的

案例和历年的考题可以帮助考生回忆重点法条。 在这段时间

里备考的主次排序应该是： 1.做历年的真题；2.归纳重点、考

点，理解性地记忆；3.针对重点、难点的阅读。 参加今年国

家司法考试的考生一定要注意今年大纲新增加的内容，因为

就14门部门法而言，重点是恒定的，也就是说部门法的重点

永远是重点，而考点无处不在。大纲新增加的内容可考性很

强。 记者：复习了很长时间，现在不少考生已经感到看不进

去书，甚至焦燥不安，应如何调整心态？ 专家：就整个备考



的周期而言，每个考生不可能一直处于很好的状态。这些焦

虑情绪，以及感到学不进去都很正常，是考生在不同的复习

阶段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中要调动不同的感觉器官(包括

视觉、听觉)和运用不同的方法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这样可

以减少疲劳感，提高学习的效率。没有压力是不会考出好成

绩的。尤其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考生每天可能要学习8到12

小时，此时劳逸结合很重要。许多考生考试的前一夜都处于

失眠的状态，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能通过考试。 记者：做历年

试题真的很重要吗？ 专家：做历年的试题可以让一个考生的

备考状态完全处在国家司法考试所要求的水平和层面，因为

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很容易在个别知识点上深入学习(可能因为

自己对个别法律问题或个别部门法的偏好)；历年的真题可以

使考生的复习程度始终控制在司法考试所要求的难度。历年

真题考点和重点重复率都比较高，考生在做历年真题的时候

一定要照按卷面的要求，在单位时间内完成，也就是每卷在3

个小时内答完。如果没有大块的时间，也要尽可能做到12分

钟做完10道单选或多选题，15分钟做完1道第四卷的主观试题

。然后针对出现的有代表性的问题、错误进行自我分析归纳

，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应试能力得以提高。应试能力是由

应试心理、应试体能、应试技巧构成的。做历年的真题对应

试技巧的训练很有帮助，历年的真题练习好了，在考试时很

容易摸清楚出题者的题目立意、所要考查的知识点。 记者：

针对今年国家司法考试卷面结构的调整和分值变化，在近期

该重点准备些什么？ 专家：无论是否通过了考试，考生单选

题的正确率都是比较高的，真正决定考生命运的是多项选择

题和不定项选择题。这种题型难度很大，考生的法律综合知



识和应试能力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这部分题型当中，所以今年

的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分值提高到了两分。第四卷的

主观题，通过或没有通过的考生之间差距也不是很大。考生

们在备考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单选题追求稳定，而多选题、

不定项选择题寻求发挥”的原则。这也是考生整体备考的方

向。如果有所偏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是很难的。 记者：在

最后这段时间如何才能够使主观试卷(第四卷)的成绩有一个

较大的提高？ 专家：短期内提高第四卷主观题的成绩是很困

难的，尤其是论述题。在国家司法考试的几种题型设计中，

主观题的成绩是最难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的。考生在备考的间

隙可以阅读一下由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杨洪逵等法

官编辑的《人民法院案例选》，这样既可以改变一下备考形

式，又可以对提高第四卷的成绩有所帮助。因为第四卷题目

的设计有一定的实务倾向性，《人民法院案例选》不但可以

加强考生的实务操演能力，而且对培养法律思维的缜密、严

谨、开拓、充实帮助很大。 在答题时一定要注意题目设计的

要求，卷四的答题有点像剥桔子：剥开桔子皮、掰开桔子瓣(

还要清点数量)、吐出桔子核。作答时根据考题的要求，答出

题目要求的层面就可以，点到为止，不要答得过于琐碎。考

生可以看历年考试的参考答案，实际上参考答案书写量很小

。考生之所以感到卷四书写量大、时间不够用，就是怕阅卷

人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如果考生针对提问回答，答出关键词

语，把语言逻辑、法律因果关系组织好，是不会丢掉分数的

，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书写时间。 记者：重点法条的记忆对

提高成绩的帮助有多大？ 专家：目前的国家司法考试有许多

题目(真正可以拉开考生间差距的题目)已经不是法条记忆层



面的了，题目的设计多为考核法条表面下深入两三个层面的

问题。单纯的记忆对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是有一定的帮助，结

合案例形象化地理解记忆对应试帮助更大。许多考生到临考

前或考场上大脑已经一片空白了，如果是理解基础上的记忆

，考生见到试卷后马上就可以想起答案，进入答题状态，而

单纯靠背重点法条的考生就有可能答不出来。 记者：考生如

何在这20天中把所有的问题和重点系统地归纳一遍？ 专家：

谈到所有就已经失去了重点，没有任何人可以把14门部门法

掌握得面面俱到并转化成应试能力。考生如果抱有这样的奢

望，实际上已经在和通过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说告别了。备

考中一定要知道取舍，备考到现阶段，重点和非重点内容考

生应该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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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