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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电话中听到这个成绩，惊喜之余真的有点意外。对完

答案知道自己肯定可以过，但没想到可以考到这个分数。在

此写下点自己的复习心得，希望对大家有用。我是在读行政

法研究生，而且也已经到了最后的半年，差不多该结束的课

程都已结束了，闲暇时间相对其他朋友来讲可能比较多。但

我真正花在看书上的时间每周也就三天, 每天10小时左右。因

为两天要学车，两天要兼职赚点钱。但是那仅有的三天让我

非常重视，也非常有效率。整个复习的过程我用的是李建伟

的重点法条，万国的大串讲，历年真题解析和一些模拟题。

在2003年复习的时候我有买了一套万国的书，至于司法部指

定的教材我没有买，也没有看。我觉得如果是法本没有必要

太大必要买教材，可是非法本还是建议买。接下来我就针对

复习和考试技巧分四卷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一．卷一（一） 

卷一的复习认真，仔细；对于一卷的复习其实我是花了最大

的力气，可以说考到这个分数也算“高投入，高产出”了。

很多朋友有个误解就是：卷一留到考前去冲刺，平时应该积

累民刑。话是没错，可是在民刑知识重点每年翻来覆去考之

余，题目只会从深里出，想直接从法条找答案已经不太可能

了。要想获得高分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把自己的复习重点

放在了卷一的那些科目上。而对于这些科目我就一定要求自

己在复习时“认真，仔细”。每个字，每句话，每个法条都

要吃透，摸准，不断做题来巩固知识点。法理学大家都认为



很难，我也觉得很难。考前有朋友跟我聊起时说：“我书看

的懂，题目全做错，怎么办？”其他一些同学也有这样的困

惑。但是法理学的确不是靠突击可以获的高分的。在本科阶

段，我就看了很多法理学的书，《国法大全》的一套我全看

了，所以对于领会法理的基本精神和学习外法史的确比较轻

松。但是很多同学都觉得很枯燥，没仔细看。但是对于应付

司考我的想法就是：法理其实就是那么几个重点基本知识点

，比如法的本质，法的发展等等只是因为比较抽象，我们会

作不对题。可以多看指定教材的法理，也可以把大串讲整理

的一些知识点在考前多背背，即使不懂也一定要背熟记熟；

还有我觉得要反复研究真题，因为每个知识点都会有详细的

解析，而解析中的一些内容往往会成为来年的考点，所以研

究真题，分析真题至关重要，这对于从整体把握卷一获取高

分是一条最明确的捷径。但是要拿全法理的分数这也不太可

能，只能尽力而为。我记得自己卷一的单选拿了48分，扣掉

的2分都是法理。04修宪一经公布之后，我就买来了宪法自己

做比较分析。而对于其他一些相关的选举法，立法法等我看

的是重点法条，一些数字的确记忆起来很麻烦，如果时间不

多的话可以多看几遍，尽量记熟但没必要死记硬背，会考到

的概率太小了，没必要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个人意见，仅

供参考，毕竟司考的每一分对于大家都重若千金。法制史我

是按着大串讲边看书边做整理补充开始复习的。其实学习法

制史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它融合了中国文化五千年的精髓在

里面，带着热情来学，法制史要拿到80%的分数绝非难事。

总之，法制史主要是把握一条历史发展的主线，及各个朝代

或各个国家主要成就就行了。三国法看似很难，因为没有直



接的法条依据，但是考题不难，是整个卷一中我认为最容易

得分的。所以千万不可以轻视也不可以放弃。国际公法每年

就这些知识点，掌握了基本理论（这个需要大家好好看书，

没有捷径）答题就轻松了。国际私法中有很大一块与民通意

见相结合来考，所以不管是复习国际私法还是民通意见的涉

外部分两者做个比较来复习来背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济法那部分就看法条了，没必要看书。书中的很多理论对

于应付司考太多余了。熟记那些重点法条和分析历年试题绝

对绰绰有余。至于法律职业道德那一块，就多做题吧，因为

基本要考的就那几个方面：有关任命，辞职，回避等，总是

与这个职业的道德思想息息相关。在作了历年试题和大量模

考题后，基本可以把握要考的方向了。所以对于这个部分就

是多作题，多记忆。（二） 卷一的答题仔细，直觉“仔细”

是对于作答任何一张试卷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司法考试中有

时往往不是考大家对于法律的掌握程度，而是考大家的语文

能力和仔细程度。那些命题老师会设很多陷阱给已经作题一

头雾水的考生。最普通的就是选择“不正确”的，现在可能

大家都脑子很清楚说自己不会犯这么蠢的错误，可是到了考

场真的什么都会发生。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就训练起来，以避

免自己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如果是因为这1分而被资格证拒之

门外，那就太郁闷了。请相信自己的“直觉”。司考中碰到

不确定，或完全陌生的题目是太正常不过了。这个时候就需

要冷静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一旦得出一个结论就不要

再犹豫了，请相信自己。遇到自己不确定的题目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自己背到过但是考试遇到了突然犯糊涂了觉得两个

答案都有点象，那么请选择你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答案。我



记得今年卷一有一题就是“因突发性事件而影响证券交易正

常进行时，证券交易所可以采取下列哪一措施？”我第一反

应是“技术性停牌”，结果在我第二遍看的时候我改了“临

时停市”，后来又想想不对，又改了回去。会在这两个之间

犹豫就是因为这两个概念我都曾背到过，可是到了考试概念

就模糊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相信自己，一旦自己选了一个，

就不要再去考虑了。很多同学都觉得这样很冒险，可是以前

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过“考试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最重要，不要

轻易改变。”试了几次，有点道理。另外一种就是完全陌生

的题目，我根本没背过，也没看到过，怎么办？千万不要晕

，告诉自己冷静。因为这类题目对于大家都是陌生的，完全

陌生的题目肯定不难，有些只要从常识来推理就可以了。比

如单选第29题讲实际统治，领土主权的。其实这个问题我没

学过国际法，想想台湾问题也知道怎么回答了。再如这次卷

一增加了审计法与会计法中一些题目，相信对于大多数朋友

而言都是陌生的。这个时候就放手一博，猜吧，但是猜也不

是盲目，而是用逻辑和平时积累的知识去思考。其中有一道

题是有关审计的。我就想到了在2004年审计署长李金华是个

名人，我也有读过有关他的报道，就把自己记忆里读过听过

的片段拼起来选择了答案；还有一题是有关发票的，这题即

使是背了法条也未必会完全答对，那就联系生活常识想想如

果发票能随意修改，那么我们国家的会计制度也太混乱了。

所以，在紧张复习之余，要多关心社会中的种种事件，一来

丰富拓宽自己知识面，二来也增加自己的见地.二．卷二与卷

三很惭愧，这两卷实在考的很差，我对了答案之后发觉自己

在实体方面的分数丢了很多，但是程序上的拿了很多分。总



结下来就是这么几点：（一） 刑法与民法：靠平时多看多练

多分析对于实体法这一块，我考的很差，没有发言权。但是

大多数朋友的意见就是要平时积累，多做题，多和大家讨论

，尤其是刑法的很多观点本来就有很大的分歧，只能靠大家

在积累中得到进步。我有看了你们站的卷二与卷三，大家都

讨论的很热烈，很有学习的气氛，我想：对于05司考一定很

有帮助。还有多留心名家的观点，张明楷作为刑法的专家，

他的书他的观点多看看总是很有帮助的。还有千万记得要看

各类司法解释，刑法罪名的补充，民通意见等等这些甚至比

刑法，民法通则来的更为重要。（二）民诉与刑诉诉讼法是

可以靠突击或短时间的记忆来取得高分的，但是很容易在复

习和考试时混淆概念，日期，程序的前后。那该怎么办？这

就需要花时间重复记忆，不断记忆。记忆不等于死记硬背，

要动脑子，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在熟读重点法条之后看大

串讲我觉得非常有用，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如果要想得

高分，那么就拿全诉讼法的分数，完全不难。（三） 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因为我的研究生专业是行政法，所以复习这部

分的内容没有花多少时间。但是司考毕竟不同于理论学习研

究。所以我把自己的复习重点定位在多做题，多研究真题。

这块内容的确很抽象，而且记忆起来也不轻松，对于非法本

我建议需要看看教材，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法条；而对于法

本，那么就配套习题来检测自己的学习成果。其实，行政法

的考试重点还是满集中的。但是要记得看行诉解释，证据规

则这些在近几年会成为考试的重点，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块

，多看看，绝对有用！（四） 商法没必要看书了，看重点法

条吧！然后做做白皮书的配套习题，多巩固多记忆，研究真



题！要懂的安排时间！这部分在决定复习时可以先看一遍，

在考前再突击背一下，让自己在心里有底。遇到不懂的题目

千万别慌，把脑子里的知识点回顾一下背背，一定可以的。

还是那句话：我不会大家也不会，而我会的就一定要得分，

请相信自己！三．卷四今年卷四都说放水了，可能是为了平

衡前三卷。我这个分数只能说一般，去年卷四我得了62分。

其实说真的，每年大家都担心卷四，我最不怕的就是卷四，

我觉得主观题最好做了，没有选择题的几种概念来让我模糊

大脑，我只要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就行了。（一）谈案例分析

多做真题和模拟考题请一定不要怕案例分析！其实就是考那

么几个主要知识点。只是因为一下子分散了，要自己来整理

归纳比较头痛。我个人认为考前做模拟题，研究真题，再加

上平时对各科学习的复习，如果是对每个概念吃透了，那么

来答案例分析题一点都不难，反而我觉得前三卷的选择题难

。而且往往案例分析题的设置都是一步步有铺垫的，如果一

开始回答不出来先看看下面几个小题会不会有启发？总之遇

到不会的不要慌，把你印象里相关的概念知识点梳理一遍。

总之对于要提高案例分析题千万来不得投机去压题，只有学

习时踏踏实实复习不遗漏每个知识点才是关键。我在复习时

就要求自己看真题解析和认真做模拟题，因为案例一定要自

己动手写一遍，否则考试时会不知道如何写的。（二）谈司

法文书多写各类文书2004没考司法文书，真的有点意外。原

本是送分题可是到了我们手里却变成了绊脚石，丢分最多。

因为我们平时从未花时间去看过，去真正写过。想直接到到

考试去发挥是不行的。复习时很多同学都是只看结构，可是

一个03过的同学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写，各种重要文书写一遍



，哪怕抄一遍也比看印象深刻。因为今年没考，我无从考证

自己的水平到底怎样，但是通过模考对自己的测试，我觉得

自己因为平时的多多积累还是可以拿到大部分分数的。所以

我建议大家：对于司法文书，不要轻易放弃，让自己多写写

，争取拿满卷四中最好拿的分数！（三）谈论述题多关心时

事热点，多参与讨论论述题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所以要求

会自圆其说，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能运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可以

说清楚一个法律问题或法律现象。但是如果谈的都是千篇一

律，自己写不出新意，当然也赢不得老师的亲徕！ 因为我一

直对各种热点都比较有兴趣，也经常会和大家讨论各种问题

，这在无形之中帮我积累了很多观点和例子。写论述其实就

是写一篇论点清晰的议论文。大家从小到大，写了这么多还

怕什么！所以，论述要得高分就要平时积累，多看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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