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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94_A4_E

9_86_92_E5_8F_B8_E8_c36_53855.htm 作为素有“天下第一考

”的司法考试，每年平均只有10%左右的通过率，要想通过

这样高难度的选拔性的理论考试，笔者认为抱着“死考”族

的同胞们该醒醒了，只能“解放思想”找方法，“实事求是

”练真功。 一、坚定一个信念。要树立通过司法考试的必胜

信念。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 

司法考试绝不仅仅是拼智力、拼体力，非智力性因素在司法

考试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胜的信念是整个司法考试

过程中的一盏指路明灯，有了这个强大精神支柱，以后的许

多困难都不在话下。 二、实施两个同步。做到学习计划与实

施步骤同步。特别是大纲和新教材出来之前，我们还是要有

月安排，周计划，日目标，虽然我们很多人从小都在重复着

这种无聊、幼稚又没用的工作，但至少贴在床头书桌上的日

历可以提醒你：每天的碌碌无为都是金钱的代价和精神的折

磨。在记忆及复习时要求做到眼、耳、手、脑同步。养成记

笔记的习惯，尽管有各种不同版本的笔记，但即使打印一百

遍也依然是别人的笔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司考同样适

用。 三、做到三个到位。准备司法考试的时间要到位。一般

说来，如果考生没有法律专业基础，应当拿出半年到一年的

时间集中复习。对于那些科班出身的考生而言，考前集中两

三个月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考虑到个人的智力、精力等相

关因素，时间上可以适当调整。 要根据个人情况，司法考试

中必要的财力投入要到位，包括上辅导班、网上自学及购买



必要的教材及真题集。关于辅导班，如果考生个人自学能力

不是很强，参加一个辅导班也未尝不可。尤其那些在职的考

生们，没有在校生们的那种学习气氛，参加个辅导班可以使

其从工作、家庭的环境中暂时分离出来，进入一种全新的境

界，更为专注地投入复习中去。另一方面必要的支持要到位

。作为一名学生或者在职人员，你要得到家人、领导及朋友

（包括司法的网友）的支持，让他们为你提供必要的生活及

精神后盾，同时也提醒帮助你放弃一切可能的娱乐和应酬，

更加让你坚定通过司考的信心和毅力。 四、突出四个重点。

1、通读教材。司法部编审的复习指定用书（简称教材）是司

法考试的主要基础工具，该套教材不但具有权威性，而且针

对性强。通读教材的目的是了解大体框架，而不是对教材做

详尽的记忆。对于复习顺序，对初学者来讲，最好遵循循序

渐进的规律。如应当先复习实体法，后复习程序法；先复习

国内法，再复习国际法。一般可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复习：

法理学、宪法、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民事

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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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就不必再按部就班，可

以灵活安排复习顺序。如可以按重点科目顺序，也可以按考

卷科目顺序，还可以按弱项科目为序等等。 在阅读教材时应

有自我命题意识，要善于找“题眼”，迎合命题者的设计思

路，有时还会不谋而合。同时不要忽视教材中出现的小案例

，这可能是很好的命题素材，稍加变化就可能出现在司法考

试试卷上。 2、熟读重点法条。法条就是司法考试的“牛鼻



子”，历年的考题中，有80％以上是直接出自法条的，所以

法条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我们不妨把所有法条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必须熟记的重点法条，数量在15％左右；第二类

是次重点法条，数量在20％左右，考查的几率也很大，应充

分记忆；其中特别是提高了刑法和三大程序法案的考查比重

，真所谓“得民法者得天下，得刑法者称诸侯”。 其中刑法

、刑事诉讼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

法、宪法、公司法、担保法、仲裁法这十大法条占司法考试

分值比重的80％。并且，除宪法以外，其余九大法条均可能

出现在案例分析试卷上，其身价非同一般。 第三类是应景法

条，考分极少，时间来得及，可稍微浏览一下或者就大胆放

弃。 对于多款多项的法条应格外注意，它们是多项选择题的

绝佳材料，命题人对之很青睐。 有些易得分的法条（多为考

点密集型），应誓在必得。比如，律师法、法官法、检察官

法、仲裁法等。 3、做适当的真题训练。通过做真题，不但

可以体味考试重点、难点、常考点，而且能够把握命题风格

、题型及各部门法在司法考试中的分值比重。这样一来，应

考能力得到加强，复习方向就会更加明确，大大节省时间。

4、学会归纳。你每读一遍教材或者法条，把相近、相反、相

同的知识点或者制度进行比较，并找出其中容易遗忘的，或

者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的，把它们圈起来。到最后，该记忆的

东西，就会显得越来越少了，并且学会根据时间、空间进行

红线串珠归纳总结，把法条及教材“由厚变薄”！ 以上是本

人的一点简要看法和实践经验，毕竞再好的经验都要经过自

己的实践，让我们揩手用智慧的方法撬开司考的大门，用恒

心与毅力展示我们的决心与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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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