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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_B3_95_E8_B5_84_E6_c36_53989.htm 在司考复习过程中，我

曾接触过许多司考参加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司法考

试的态度不够端正，存在很大问题。有的司考参加人采用押

题式的学习方法，企图寻觅到司考成功的捷径；有的司法参

加人企图采用舞弊的方式闯关；还有的司考参加人明知正确

的司考方法，但苦于下功夫，不能踏踏实实深入钻研。归根

到底，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害怕吃苦是部分司考参加人对

司考的态度。这些形形色色的司考态度是司考征途中的最大

障碍，端正司考态度是司考成功的前提。 众所周知，2001年7

月中旬，即国家第十一次律考报名期间，国务院司法部、最

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重大决定：推迟考试日期

，将已进行十次的律考演进为国家司法考试，并增加法律职

业道德、司法文书等内容。司考与律考相比，司考不但重视

法律理论还重视法律实务，不但重视法律执业者的业务水平

还重视法律执业者的职业道德的培养和提高。司法部及两院

作出如此重大决定的最重要原因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适应世界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客观需要。因为市场经济是法

治经济，法律执业者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国家法律得以正

确实施的有力保障。法律执业者的知识水平、道德素质、直

接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在世界经济

舞台上的地位。 司考具有重要意义，司考参加人对司考的态

度尤为重要。前述的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害怕吃苦的态度

明显与时代的节拍不符，与司考的宗旨不符，必须抛弃。正



确的司考态度应该是把司考内容作为科学去精研，采用科学

的方法研究司考大纲，精读司考指定教材，熟记法律法规。

大家知道古代的“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也知道“只要

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还知道“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名言，这些刻苦学习的典故正是司法参

加人应具有的精神。古人的经典，此时不用，要待何时！ 我

今年第一次参加律考（司考），对律考的艰辛也早有所闻，

第一年过关的可能性更是小之又小。为了尽早实现律师梦，

我于2001年1月开始着手准备司考，但我没有阅读2000年律考

指定教材，在2001年律考指定教材出炉前，大量阅读了北京

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

材，我认为这一轮的广泛阅读对开阔法学视野，形成法学思

维起了建设性的作用，同时，对应付司考真题中超出教材的

试题的解答有极大的帮助。2001年律考教材出台后，我耐心

地一段一段、一遍一遍地阅读，并作了近60万字的阅读笔记

。事实表明，教材中的内容占司考真题的半壁江山。 总而言

之，在1年多的司考备战中，笔者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他，

不敢有丝毫懈怠。始终念念不忘“学海无涯苦作舟”之至理

名言。我相信，一定会苦尽甘来。在此，仅以我的一点点体

会与司法考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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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