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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硕士生，我对考试已习以为常。即使是为社会关注的首

届国家司法考试，也没有让我有“水土不服”之感。因为，

只要是考试，就一定有方法，就一定有技巧，就一定有规律

可循。 学习方法是过关的基础 看书、记忆、做题，任何考试

都免不了这三步曲。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其内容和方法却各

不相同。笔者认为，一套好的学习方法首先是适合自己的，

下面就是笔者自身的一些体会，择录些与大家共勉： 首先，

要选择好教材。一套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包括各部

门法教材、应试指导与练习和法律法规汇编）是必不可少的

。在没有专门的司法考试教材的情况下，律师资格考试用书

仍然是主要的复习资料。虽然现在市场上的版本多如牛毛，

但笔者认为律考教材是目前最具权威性的，也是在考试大纲

所指定的范围之内。此外，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导与练

习中，每道题后都有解析，它不但是对答案的注解，更重要

的是对这一法律问题的总结。所以，看时要尽量熟知、熟记

。这样做不但省时、省力，而且因为其知识点集中，掌握起

来可以以点带面，不会轻易忘记。至于参考书，我认为如果

有一本重点法条汇编最好。它会从不同角度对重点法条进行

总结，例如将属于“结果加重犯”、“牵连犯”等各类犯罪

形式的法条总结到一起，复习起来就相当方便且有效率了。

在本次考试中笔者就因此而受益匪浅。 其次，如果时间充裕

，笔者建议可以参加一个辅导班。但千万不要被一些信誓旦



旦的许诺所迷惑。笔者本人去年就险些报名参加一个收

费1600元并许诺“过不了者退款”的辅导班，有的辅导班的

收费甚至高达2200元，让我当时既动心，又感到了压力。后

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参加任何辅导班，只是有所挑选

地买了一些磁带。这些讲课以基础知识为主，重点讲述了一

些法律中的特别规定和有代表性的案例，听一听有利于加深

理解、提高效率。 再次，研读近几年考试试题。虽然首届国

家司法考试已经摆脱了以往律考的单一性、而改头换面为三

合一的司法考试，但万变不离其宗，考查内容和形式并没有

做大规模调整。所以以前的试题还是很有研读的必要。试题

不需太多，笔者认为两套足矣。通过分析，可以了解题型、

命题范围和出题方式等，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答案的分析来学

习该如何回答问题，如何复习。 最后，分阶段循环记忆。司

法考试所涉及的法律部门庞杂、法条繁多，全部记住则既是

不现实也是没必要的事情。因此，在对基础知识详读一遍的

基础上，着重加深对法条的理解和记忆：第一步，对部门法

加以分类，哪些属于全部记忆，哪些属于部分记忆，哪些可

以不用记忆（对于考分极少而内容又庞杂的部门法，如果时

间有限，笔者主张予以放弃）；第二步，对于需要记忆的内

容也应作主次之分。主要内容需要理解记忆，可以多用些时

间和精力反复记忆，次要内容则可根据具体情况分摊时间和

精力；第三步，在临考前需要逆向复习，也就是先简单复习

次要内容，然后再根据考试时间与考试内容复习主要法条，

这样可以保证考试时所记忆的内容是重要的。 解题技巧令考

试事半功倍 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教材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

甚至有的问题本身就是学术领域颇有争议的内容。虽然这样



的题目相对较少，但我还是想提醒各位考生：答题时一定要

用通说。所谓通说就是最具权威性、并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的一般性观点。一些考生尤其是一些具有深厚法律功底的本

科生、硕士生，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往往会因为对该问题考

虑“太多”而失分，这实在是很委屈的事。 对于卷四，因其

特点与其他三卷明显不同，因而应该有其独特的答题方式与

技巧。卷四共分为两部分：案例分析和法律文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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