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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4049.htm 司法考试已有三年历史

，在三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政策改革到2004年的试卷

改革，基本到了稳定的状态，从大纲以及公告以及各方面情

况分析来看，2005年以后的司法考试更多地应该在考试内容

方面突出理论导向，特点和风格也趋于稳定。 在理论导向的

命题形势下，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对近千名考生做了调查，发

现考生在考试过程中普遍感觉到有10%左右的错题是因为对

知识点完全不知道导致的，更多的考生认为，90%的错题是

因为失误导致的。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造成失误有4大

原因： 一是因为司法考试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法条的理解和解

释水平，而大部分考生面对法条往往会犯“望文生义”的理

解错误，而司法考试要求考生在法律体系内对法条进行理解

和解释，这是司法考试考查的一个方向。 二是以熟知代替应

知。由于考生受生活中典型事例的影响比受枯燥的法条的影

响要大，在考试中，考生容易用生活中熟知的情形代替法律

规定，比如提到盗窃罪，就认为是秘密窃取，因为在生活中

大多数盗窃罪都是秘密窃取，但秘密窃取并不是盗窃罪的构

成要件，或者说是本质规定，这就会导致很多错误。 三是考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静态的法条逐条学习，而不注意法条

在规则和制度中的地位及联系，导致法条在理解上的片面。 

四是法律思维问题。考生知道考点，但是不知道用法律专有

的语言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不知道在法律思维的支配下如何

具体表现为书写文字。 司法考试形式上越来越稳定，在命题



方向上，2005年会更加突出理论导向。 建议考生针对大纲把

相关的知识点都过一遍，注意每个知识点和每一章节的知识

点所对应的历年考过哪些题，以及章节重要内容对应的法条

。在系统学习大纲内容的过程中，时刻要有针对性，总结一

处内容历年考过多少，对应的法条是什么，怎么具体规定的

。这个过程建议最晚在7月中旬一定要完成，在7月中旬开始

就要针对法条了，针对法条的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放到法条

的联系中学习法条，从规则制度的体系中把握法条之间的联

系。 这样对于目前的标准化试题干扰项的突破和案例题的突

破都非常有效，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一定要从法条间的联系中

去把握法条和考点，做些质量较好的单元模考题，更多的是

掌握法条，精确地记忆，考虑和法条放在一个体系中，它有

什么意义和效果。 到了8月中旬至9月初这段时间建议一定要

转入作题，一定要演练，按照司法考试全真的一个试题的安

排，四张卷要有两至三套的全面模拟，通过全面模拟一方面

了解司法考试在各卷中试题的分布情况，另一方面也了解一

下自己的学习状态。 到了9月初离考试还有15天的时间，不要

进入一个全面复习的状态，因为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司法

考试有一个稳定的重点，因此建议这个阶段进行重点突破，

关键在考前黄金阶段建议考生对知识点的体现做一个重点的

复习，对薄弱环节要突破，对自己的错题、错点要有一个针

对性的复习，经过这方面的准备，考前的状态就应该达到一

个司法考试的要求，这也是我们8年来司法考试的一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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