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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021_2022_263_E5_88_B0

373_E4_c36_54006.htm 类似备考的文章大概有很长时间没有写

了，在门户网站看到很久以前的备考文章又重新拿出被发表

，觉得媒体和考生是认可的，毕竟时间过去3年了。所以还是

写下去。 一个考生是否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最终决定的因素是

应试能力，所有备考行为如阅读、聆听录音、记忆法条、归

纳重点难点、做历年试题都是为了提高考生的应试能力。在

司法考试中有许多考生法学知识好的考生没有通过，而相对

他们差一些的考生却通过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后者应试能

力强，尤其要强调的是针对司法考试的应试能力强。下面我

们简要的介绍科学、合理并能够通过司法考试的方法和复习

步骤。 备考期分两个阶段，阅读是基础 司法考试备考是一个

要讲究策略的问题，考生懂得备考学习中的方法论。一般来

讲，考生要投入6个月的时间备考，当然，也有理工科和正规

法学院本科生只投入3个月时间就通过的情况，这要一个好的

学历教育背景支撑；6个月的备考期主要由知识储备和应试能

力提高两个阶段组成；法律知识的储备最佳途径：1、阅读辅

导用书并结合聆听150小时名家名师授课录音（每年3月份6月

份），2、参加面授或网络教学辅导班（每年6月份9月份）。

应试能力由应试体能、应试心理、应试技巧等应试状态综合

组成，提高的途径主要是历年试题的演练。 阅读辅导用书、

聆听授课录音二者如果结合得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

果，对辅导用书的学习主要是梳理、完善10多门部门法的知

识体系，这是为应试能力提高而做的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所



有考生必经的阶段。包括历年老考生也是通过一遍的阅读重

新归纳知识点，温习重点、难点、考点恢复以前的备考状态

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阅读辅导书所有考生都是给予足够重

视的，并且伴随整个备考进程的始终，但是它不会拉开考生

间的考试分数差距，就像我们饮食一样，大家都吃大米、白

面，真正决定一个人营养摄取差距的是“菜肴”，所以有时

我把阅读辅导书比喻为“主食”。当然，阅读间的差距是存

在的，这是理解力的问题；就像我们消化吸收功能的差距一

样是客观存在的。 参加面授学习的目的，主要是聆听老师结

合经典案例、历年真题、重点法条、知识点（包括重点、难

点、考点）讲授部门法。许多考生在阅读中无法归纳出部门

法考重点、考点面授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听老师授课

可以最短时间里把辅导书读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倡参加

面授前，先把录音听一遍的原因，聆听录音帮助强化突出重

点、考点，便有把握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面授时可

以跟上或者尽快习惯老师授课节奏。 刑法、民法是所有部门

法的重点 刑法、民法的掌握对考生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即所

谓“通民刑者通司考”。目前这个提法有待商榷，我所说的

是“我不知通民刑者过司考为真，但我知道不通民刑者过司

考必假” （见国家司法考试论坛www.huangsu.com 民商法专

区）。从部门法看，是否通过司法考试民法、刑法至少有50

％以上的决定作用。和其他部门法相比民、刑法掌握难度大

、耗费时间多，就宪法、法理、法制史而言，复习半年的和

考前突击半个月的分数上没有差距。民、刑法则要求考生备

考期始终要持续的下功夫，即所谓“持续发力”。以前国际

法的三个部门法考生很头疼，经杨帆教授讲解后考生一遍就



足以达到备考状态。民、刑法好的考生，没有通过者多为商

经、行政法、法理需要记忆的部分部门法脱了后腿。 司法考

试中考生之间在民、刑法掌握上差距不大，只是通过的考生

知识点掌握更深入、精确、到位，在做多项选择题目时正确

率就高。知识点掌握的扎实便于答题思路正确、充分拓展，

可以准确排除多项选择题选项中干扰项的干扰，准确选择答

案且不易动摇。 用历年真题主导备考方向 历年真题为什么重

要，因为它过去就是真实的考题。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

： 1、认真掌握前3年的真题非常重要，凡是通过司法考试的

考生多数都认真研习了历年真题，而没有通过者肯定没有研

习前3年真题，至少是没有认真研习。 2、历年真题覆盖了95

％以上的考点，涵盖了出题人85％以上的命题思路、题目设

计形式、题目设计要求、文字表达模式、逻辑变化形式，演

练好历年真题你就潜移默化的综合、熟练把握了今年题目的

脉搏，知道了题目考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达到精熟程度时

你仿佛觉得是出题人肚里的小虫，你答题时就可以准确的感

知到出题人的命题思路。 3、历年真题可以把你备考掌握知

识的深浅控制在司法考试要求的层面和范围，考生备考时知

识点掌握过深或过浅，知识点超出考点或没有覆盖考点是经

常遇到的问题。只有历年真题能够帮助考生掌控、把握好这

个问题。 4、可以很好的掌握各部门法所占分值比例，掌握

每一个部门法各部分所占分值比例。 5、应试节奏也是通过

它来准确训练、把握的，考生往往在应试节奏和频率上出现

问题而未能通过。600分制要求大家在75秒答出1分值题目，

题目有难易之分，容易的题目可能只用10秒，难题目耗时很

多，有些题目甚至答不出来或无法答对。怎么合理安排答题



节奏考生在历年真题训练中会自然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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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