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考试：司法考试经验谈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3876.htm 我在2005年参加国家司

法考试中以414分顺利通过，其中卷一106，卷二105，卷三107

，卷四96。我认为通过的关键在于各科都比较平均，没有明

显的弱势。以下是我在备考过程 中的一点体会和一些不成熟

的经验。 明确目标只求过线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本科毕

业生，本科阶段的学习肯定是一次通过的原因之一。 司法考

试是资格考试而不是选拔考试，只求过线，而不求高分。因

此要明确目标，在庞大的考试范围中找准自己的定位。“重

者恒重轻者恒轻”是司法考试名言之一，三大实体、程序法

是理所当然的重点。我认为，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值得借鉴的

，“轻者恒轻”则持保留态度。四张卷子，卷一是最好拿分

的，但涉及的内容很多人在复习的时候并不重视甚至“大胆

”放弃，这是一个误区。在司法考试六百分里，每一分都是

等值的，民法、刑法的一分并不比法律职业道德、法制史这

些“非重点科目”的一分重要。有人说，“司考是一门放弃

的艺术。”我觉得关键在于“艺术”而不在“放弃”，所以

“只求通过”并非想当然地放弃自“非重点”，而是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使投入与产出比例最大化。 因此，我在制定复习

计划时以培养把法条运用于题目当中的技巧为主，并不深究

一些纯理论学说，一切为通过考试服务。 重点突出注重综合 

我对重点的区分并不是完全靠各科的分值比例，而是结合自

身水平和得分的难易程度加以区分。比如，卷一的法理、宪

法、法律职业道德和国际法相对来说“回报率”较高，在这



些科目上花时间比较经济，应该争取拿到大部分分数，切不

可因为是非重点而掉以轻心。而卷二刑法、刑诉、行政法拿

分要困难一些，但相对来说刑诉虽然繁杂，但以记忆性为主

，且分值不低，所以要以其为突破口。卷三民法因为比较贴

近生活实际，在理解起来要方便一些，实在不行也能猜个八

九不离十，加上民诉也属以记忆为主科目，大家不要被民法

的庞大体系吓倒，其实重点也就在总论和合同法(当然如果物

权法出台则也包括在内)，故我以为商法、经济法倒可以抓大

放小，适当关注新法，不要拘泥于细节。至于卷四，是综合

考察理论和法条运用，不容易把握，需要在平时多注意答题

的角度，争取准而精。 另外，复习时千万不要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不要把法律部门割裂，毕竟生活中的真实案件不会依

照部门法发生，法律关系往往错综复杂，一个问题要从多个

部门法的角度分析。在复习过程中就要注意比较总结。正是

注重了综合各个部门法才让我分数比较平均，也培养了自己

以法律关系为主线找法的思维方式。 辅导与答题方法 在复习

早期参加辅导班还是很有帮助的，会让你在宏观上对司法考

试有个初步认识。毕竟老师对复习思路、重点方面的把握较

考生全面，在早期听讲也可以给自己一些紧迫感。 另外，我

想就卷四的答题方法讲一点自己的看法，卷四不好把握，除

了知识性考察外，技巧也非常重要。如何在短短的几行简要

论述中体现出自己的法律理论水平，值得大家在复习的全过

程中关注。例如答题的条理性、逻辑性和严密性，考虑问题

的全面性及法言法语的运用都是得分点。建议大家在平时大

量训练客观题的时候试试把题目转化成主观题，然后想想从

哪些方面回答，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训练能力。平时看辅导教



材时也要多注意其表达的方法，看看有哪些语句是自己可以

借鉴的，以备论述之需。答题时千万不要急于下笔，每道题

目至少考虑五分钟，大概拟订答题思路再写，这是提高正确

率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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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