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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95_E7_A7_91_E5_c36_53995.htm 我这里所说的辅导用书

是法律出版社出版的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参加国

家司法考试的考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

有自己行之有效的阅读、理解的学习方法。所以对司法考试

考生谈备考要慎重，在网上我见了很多传授司法考试技巧与

学习方法的文章，作者可能以为都是心得，但是对司法考试

考生来讲实际上是小儿科了。考生所受到的16年左右的学历

教育完全形成了自己特有并且行之有效的阅读、理解、记忆

习惯，这一习惯模式的形成是很难改变的，甚至比改变一个

人的生活习惯更艰难。本文不试图对考生以往的学习习惯做

任何的改变，只是针对司法考试考生以备考过程中学习上的

借鉴。 我建议每一个考生在阅读辅导书的时候要准备一支黄

色的荧光笔，遇到自己不明白、暂时无法理解的知识点，也

就是我所说的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用荧光笔标注下来。

之所以使用黄色的荧光笔一个是它可以使辅导用书印刷字体

更加突出、清晰、醒目，另外黄色的荧光笔很容易褪色，这

样迫使考生反复的去标注这些知识点，可以加深考生的印象

。 第一阶段：如何阅读、理解辅导用书？ 考生拿到一套辅导

用书开始大家都要通读一遍，通读的过程是辅导用书使用的

最基础方法。这一环节大概占据了考生备考时间投入的30％

以上。通读对于一个考生很难做到充分的理解，但是通读又

是必须的，因为它是理解的基础。司法考试实际上是对一个

人学习方法的考核，而学习犹如做人要实实在在，没有什么



更多的技巧可言。 一、通读过程中着重知识点的理解和部门

法框架体系的疏理 阅读辅导书对书籍的目录包括章节题目也

要加以注意，这对考生形成部门法知识的体系感帮助很大。

考生阅读辅导用书一般而言阅读的效率都不是太高。如何才

能够提高阅读的效率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结合《150小时名家

名师授课录音》来阅读，辅导用书几百万字如果通读下来阅

读能力再强也要花上两个月以上时间，但是结合《150小时名

家名师录音》充分发挥听觉在学习上的作用，可以让考生事

半功倍。每天听五个小时老师的授课录音，能保证考生在一

个月的时间里不但把辅导书通读一遍，而且掌握了知识点，

许多阅读当中根本无法理解和明确的部门法难点、疑点聆听

后迎刃而解。这也就是我常说的“口传心授”之功效，口传

心授的方法是人类几千年文化传承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样

一遍录音听下来可以达到以下的几个学习目的：1、部门法知

识体系框架建立起来了。2、各部门法的重点、难点、疑点、

考点都明确了。3、辅导用书读薄了，以后再去读约300万字

的辅导用书考生只需要花十分之一力气。4、声音和文字结合

给理解和记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5、老师所讲重点内容考生

在书眉上做的批注就是一套最好的阅读笔记。 二、聆听授课

录音是提高阅读学习效率的关键 人类文明之初是语言和思维

，然后是文字，文字是对语言的记载，尤其是在盛行拼音文

字的国家。老师授课语言抑扬顿挫、形象生动，重点之处加

以强调，难点充分的给予讲解，这是任何辅导用书所达不到

的。大家在听《150小时名家名师授课录音》的时候可以充分

感觉到名家名师的授课是把重点、难点、疑点和部门法的知

识点结合以历年真题、经典案例、重点法条来讲解疏理部门



法的知识结构和体系。如果考生自己阅读达到这一境界和效

果需要四到五倍的时间，考生总结归纳十四门部门法的重点

、难点、疑点、考点这些知识点要捋一遍辅导用书，和这些

知识点相关的历年试题考生要用辅导书和历年真题结合在一

起下很大功夫才能归纳出来，考生归纳重点法条要把辅导书

和必读法律法规捋一遍归纳的还未必准确，至于相关知识点

的重点案例实务界的考生比较好办，而非实务界的考生根本

无从下手归纳。以上这些工作考生即便做了也很可能会是支

离破碎的，投入的精力很大并没有达到结合这几个方面最终

对部门法体系结构的确立和疏理。 阅读的目的（这里所谈的

阅读是通读），是把辅导用书读薄，为以后的理解、记忆和

知识点的运用打下基础，我们现在的辅导书由于编者照顾到

部门法写作的习惯和体列，有许多内容是编写中起启程转折

作用和照顾教材的完整性，对考生这部分内容没有阅读价值

，但怎么把这部分内容筛选下来考生不知道、也无从下手，

最好的方法就是聆听《150小时名家名师随堂录音》。 至于今

年辅导书新增加的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内容（说增加不准确，

应该说全面的修改）。考生通过自己阅读不但非常吃力而且

理解的不准确。许多法律的知识点用文字很难或无法表达的

精确。这一点我们不能说是写书老师的文字工笔问题，而是

基于这两点形成的，1、中国文字语言先天的缺陷所致。2、

老师写的就是教材，是老师在授课当中使用，也是听老师授

课供考生使用。公司法和证券法考生一定要听老师授课录音

，听他们语意的准确表达。就这两个新立法而言，今年考生

投入和产出比会是最高的。 聆听《名家名师授课录音》可以

帮助考生提高学习效率，把辅导教材在最短的时间读薄。同



时考生也要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聆听《名家名师授课录音

》可以很准确的感受到十四门部门法分值比例在卷面当中的

分布。在此我要格外强调，聆听授课录音不可能代替阅读，

就像阅读无法代替历年真题研习一样。 三、民法、刑法、刑

诉、民诉、行政法、商法要给予充分重视 备考过程中这六个

部门法应该是重点，考生对民法、刑法、民诉、刑诉、行政

法（包括行政诉讼法）、商法（包括国际经济法）所费的时

间是最多的，尤其是民法和刑法耗时更多，因为这两个部门

法发育很完善，浅表层面的试题都出过了，也就是说如果考

这两个部门法的考点许多都是在考点之下深一层次的变化。

商法、包括广义商法中的国际经济法考生理解上有难度，因

为我们还不属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毕竟是从计划经济转轨

变形过来的。这部分内容听《名家名师授课》效果最好。至

于程序法这部分内容实务界考生有形象化的感受，但不学习

反而考不好，在司法考试当中程序法的考核和实务阶层办案

是两码事。 这六个部门法在考生备考学习当中占据了考生绝

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在第一遍通读过程当中考生要给予格

外的重视。当然，就这六个部门法也有重点当中的重点，就

是所谓的“重中之重”。重点归纳的方法最行之有效的还是

听《150小时名家名师授课录音》，而且尽可能去听以往命题

人、拼题组专家学者的授课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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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