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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研习历年试题历年试题对应试的参考价值最大，是

了解考试重点和特点不可或缺的途径。看一看、做一做历年

试题，一方面了解司法考试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复习资

料、确定方法；另一方面测一测自己还有什么不足，予以弥

补。虽然每年试题的风格有所不同，但通过了解多年试题得

出的总体印象，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所以，全面、深入研习

多年的试题，甚至从1986年开始举办司法考试以来的历年试

题，是掌握考试特点的有效途径。研习历年试题应讲究方法

。这个方法是：着重了解考查的知识点和考查的角度，不要

太在意答案。因为时过境迁，立法、司法、理论会有较大变

化，导致答案发生变化，这不奇怪。法律总是要适应社会生

活的变化与时俱进的。只是不要被过时结论所误导、也不要

因为结论过时而丧失研习的兴趣。（二）熟读法条、司法解

释司法考试就是考法律条文的理解和应用，那么法条自然是

考试的核心知识点。司法解释，则是对法条适用中疑难而常

见问题的解释。因为如果不难，不必解释；如果不普遍，则

不必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解决。而法律适用普遍而疑难的问

题，从来都是考试的重点、要点。阅读法条、司法解释与阅

读刑法学教材一类的资料具有互补作用。教材都是围绕着法

条阐述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对法条的学理解释。因此，一

本全面系统的教材实际已经包含了法条和司法解释的基本内

容，二者是一致的。通过教材，也能掌握法条、司法解释的



内容。不过，二者的表达方式毕竟不同，法条、司法解释更

为朴实、直接、精炼，直接阅读，等于是换一个与教材不同

的角度进行掌握，效果更好。每年的刑法学试题中总有几道

直接考法条司法解释的题，能否拿到这分，事关考试成败。

因为，这样的试题答案确切，只要有备而来，肯定能得分。

（三）适当看一点案例、做一点练习对于初学者，由经验丰

富的教师编写的供法学院校学生使用的教学案例集或案例教

程，比较合适。对于程度较高者，也可以看一看出题老师或

权威学者编写的教材，这对于正确把握疑难点和争议点很有

帮助；或者看一看法院编写的案例集，如最高法院出版的《

人民法院案例选》或《刑事审判参考》一类的刊物，这对于

弥补司法经验不足的缺陷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判例选

集对案情处理和对法律要点评说不够简明，读起来有些费力

。此外，就是适当做一点练习。市面上有很多专门针对司法

考试的练习题、模拟题，其质量虽然大多令人不敢恭维，但

是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可以找一本练练手。大家想一想

应对高考、托福考试的方法，“题海战术”不可或缺。司法

考试也可沿用此战法。不过一定要注意法律考试的人文特色

，不可斤斤计较个案的结论、钻牛角尖。对于一个问题有几

种说法（结论、答案）不要大惊小怪。个中原因是多种多样

的：1．因为我国的司法考试甚至包括法学理论、司法实务尚

不成熟，很多术语甚至都不统一，比如，想象竞合犯一行为

同时“触犯”数罪名，还是“构成”数罪名，就不统一，学

说上鉴于想象竞合犯是实际的一罪，称“触犯”。而关于盗

窃罪的司法解释，则称“构成”。到底按哪个制定标准答案

就成问题。司法解释很有地位，但是搞解释的人对这些术语



未必精通。还比如牵连犯，因为是实际的数罪、处断的一罪

，所以应当认为“构成”数罪而不是“触犯”数罪名。但是

说构成“数罪”或“触犯”数罪（注意不是罪名）似乎也没

有实质差别。关于牵连犯，比如伪造公文用于诈骗的，如果

问构成何罪？在术语不统一的情况下答案可能不明确。如果

这位（出题）先生是从“犯罪论”角度测试牵连犯是一罪还

是数罪，即单纯讨论牵连犯犯罪个数的问题，则答案应当是

“构成伪造公文和诈骗两个罪”；如果这位（出题）先生是

从“刑罚论”角度测试牵连犯是按一罪处罚还是数罪并罚，

即单纯讨论牵连犯是否需要并罚问题，则答案应当是“按诈

骗一罪处罚（处断）”。那么当不清楚（出题）先生问“构

成何罪？”是哪个意思时，答案就是两可的。假如问得明确

一点，是否并罚？则就没有疑惑了。假如约定（或界定），

“构成”是指实际构成几罪与是否并罚无关，则也没有疑惑

。类似情况如想象竞合犯、吸收犯、牵连犯之间的区别，在

个案上也不统一，难免产生疑惑。不过，这类问题随着司法

考试逐渐成熟而减少。2004年的司法考试题注意到避免这类

歧义。如试卷二第17题（甲非法购买、邮寄、出租枪支案）

在涉及罪数数罪并罚时，使用“如何处理”的提问，明确要

求回答是否数罪并罚；而第83题李某等扰乱法庭秩序案问“

李某的上述行为触犯了什么罪名？”仅要求回答“触犯”，

也很明确。2．对同一案件，人们可能有分歧从而导致不同结

论。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同一案件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判

决无罪，如果仅仅看到一审法院判决，就可能出现错误的结

论。有些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有的案件两种不同结论的确都

有道理。遇到这种个别情况，不必计较“对错”，当作一个



“现状”了解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了解一下考试出题人

的观点就可以解决。看案例的主要作用在于积累一点经验；

做练习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高熟练程度。以上是关于应试方法

上的一些简略的建议。二、关于刑法学复习的建议下面结合

刑法学的复习，提几点具体的建议。（一）认真阅读官方“

推荐用书”中有特色的内容所谓官方“推荐用书”，是指考

试的行政管理部门（司法部等）推荐的由考试专家委员会编

写的考试用书。作为官方推荐考试用书因为作者身份的限制

，应试的针对性不能太强，往往不得不严格按照考试大纲面

面俱到、平铺直叙，这一部分属于基本或基础知识，与其他

的教材没有多大差别，也就是没有特色。但是，在基础知识

之外，往往也有一些具体或有特色的内容。就应试而言，读

这种书有一个方法问题，就是着重研读其中具体有特色的内

容。这部分内容往往在基本的概念、特征（或要件）之下或

之后介绍，需要仔细研读。换言之，对于书中与其他教材类

同的泛泛而论部分，可一目十行、一带而过，而对其中详细

讲解的部分或与其他教材不同的部分，应仔细阅读。此外，

阅读这种推荐用书适当注意：1．了解该书在疑难、争议问题

上的观点、立场。遇到有分歧的问题，以官方推荐用书观点

为准，比较稳妥。2．对书中用很大篇幅介绍讲解的问题，应

当予以重视。你可以不看讲解的内容，但是你不可以不重视

被讲解的问题（或主题）。3．书中在讲解某一方面的基本知

识之后，指出的特殊或例外的情况，尤其需要注意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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