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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如战场，复习如武场，要抓住重点才是关键。俗话说，

擒贼先擒王，那么什么才是司考中的“王”呢？明确这个很

重要，我现在就自己当时的复习主线给大家分析一下，从教

材结合司考的四大卷来分析。对于考试来说，必须有攻有守

，有轻有重，这样我们才能明确目标，权衡轻重，扎实基础

的同时能抓主重点，有的放矢。 我认为三本教材是司法考试

的主要基础工具，这三本教材不但具有权威性，而且知识系

统，编辑结构科学，很适合考生循序渐进地掌握考点、突破

难点和抓住重点。一套在手，理解透彻，就会胜券在握，当

然，如果再辅助一下别的参考资料，更是如虎添翼。 下面就

以教材为基础以四大卷为线索为大家简略说说复习的方向： 

第一卷适宜在复习前期和后期花时间。 第一卷复习应着眼教

材辅之以历年真题已足够。因为根据司法考试的惯例，第一

卷考的是法理学、宪法、三国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

际经济法）、中外法制、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基本上

这第一卷就是以考查考生的法学理论为主，相应的法条依托

较少，其教材的依赖性最为突出，所以第一卷主要的考试内

容几乎都在教材里直接体现。我认为第一卷的分最容易拿也

最保证能拿，所以考生最起码保证第一卷能拿到90分以上，

这样首先就不用担心要从后三卷拿分出来填补第一卷的合格

差额，也就保证了不增加后三卷的分数压力。那么第一卷如

何复习才算科学呢？ 我认为首先要看第一本教材三遍以上，



然后再找历年的真题来做，当然要做到对历年的真题了如指

掌的程度才行。在自己觉得复习到比较熟悉的情况下再做几

张模拟试题并在规定的时间里测试一下自己的复习成果，如

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你的模拟分数总在90分以上的话，那么

到临场考试你的实际成绩不会比你平常自己模拟测试的低。

而且这第一卷的复习应该在复习阶段的前期巩固，后期回顾

遗补记忆盲点，到临考前一个星期再温习回顾前期的记忆，

就可以去应付考试了。所以第一卷所花时间不宜过多，因为

第一卷都是记忆题，记忆题考的都是平时的积累和记忆，难

度不大，所花时间不宜太多，太多的话就不符合整个考试的

复习价值了。 第二、三卷复习应该是复习的重中之重，在复

习的前、中、后期都不应该忽略其重要性。 第二、三卷特别

在近年来的司法考试中，明显地提高了两大实体法（民法和

刑法）和三大程序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法）的考查比例，刑事方面的法律考查比例大增，但民法依

旧是司考的重头戏。所谓“得民法者得天下，得刑法者称诸

侯”，在司法考试中，这几大法占了司法考试分值比重

的80%，由此可见，此两大实体法和程序法堪称司考中的两

大航空母舰一点也不过分。 对此，考生们应投入主要精力去

掌握才行，我认为，考试的东西都是触类旁通的，所以如何

把三大实体法和三大程序法加以区别联系起来是突破难点掌

握重点的关键。当然要把三大实体法和三大程序法加以区别

联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才行，

现在时间紧迫，我只能稍微举个例指点大家大致往这个方向

走。 例如可以把三大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主管管

辖、当事人、证据、一二审程序、各种期间、执行程序进行



归纳异同，还有这三大法还有什么各自的特殊地方都要找出

来，例如民事诉讼中特有的特殊程序什么督促程序什么公示

催告程序什么破产程序刑事诉讼中的死刑复核程序等等，这

样联系记忆，一记得牢二理解深刻三方便复习四能让思维有

条不紊，提高自己的复习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

最好根据自己归纳总结做出相应的笔记，这样在考试过程中

碰到相类似的试题就能及时在脑海中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框

架，做到胸有成竹下笔如有神。 对此复习时间安排，我认为

要在复习的前、中、后三期当中每天都要有时间上的保证，

我的复习顺序是先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

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熟悉了之后再混合在一起看，然后就

做历年真题，等熟悉（起码是复习后期了，即是考前一个月

的时间）到觉得很想考查自己的复习成果的时候就做模拟试

题。我前中期的时间几乎全花在这三大实体法和程序法上了

，后期临考前一个月，我每天的安排就是上午看教材和辅导

用书，下午做相应的模拟试题打分，然后晚上就认真分析自

己做错的题，还把自己经常做错的题集中归纳做了笔记，然

后到临考前一两天就专门复习以前做错的题来巩固一下自己

知识弱点，以便保证自己在考试中再碰到类似的题不会再失

分。 第四卷是对第二、三卷内容的融会贯通。 如果第二、三

卷复习好了的话，那么对付第四卷就势如破竹了，因为我认

为第四卷是案例分析的内容，三大实体法和程序法占了绝对

优势，如果你第二、三卷用功了，那么第四卷的水平也不会

差多少了。所以在2004年的复习期间，我平时几乎没有动笔

做过第四卷的模拟试题，我一次也没认真按规定时间完整测

试过自己第四卷的答题速度和答题效果。我只在临考前一个



星期看了几套第四卷试题，看题目的同时在自己头脑里形成

答案框架，然后每看完一道题，马上翻出参考答案来对照自

己头脑里的答案，要自己想错了马上纠正，效果不错。 当时

我认为只要基础扎实，第四卷不用花时间去复习也怎么都不

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当时我考试的时候对第四卷是充满了信

心，进考场的时候我就想管它三七二十一，反正我就不会让

试卷有空白的地方（后来第四卷才考了82分，好险，不过我

确实没有花过时间系统复习过第四卷，我的时间全放在第二

、三卷了，好在也不负我苦心，我第四卷差的分数第二第三

卷帮我补回来了）。我觉得第四卷喜欢考些看似简单，其实

法律关系挺复杂，而且有点似似而非的案例分析，这个我在

下一篇答题篇再进行分析。 以上只是我个人复习的少少感触

和大体总结，只有参考价值，至于实用价值就要考生们根据

自己的特点各取所需只取对自己有用有效的为己所用了，因

为各人的记忆力、智力、体力、时间、对知识点的领悟等等

都各不相同，所以不可全盘照搬，但无论如何只要考生们能

够抓大放小，各个击破，想必司考就成为用心复习的考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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