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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和资料 一、决心篇－破釜沉舟： 请在决定司考前想清楚

，是否要司考，如果决定了司考，就不要放弃，不要受他人

影响。有的人在准备司考的过程中，感觉通过的希望小等各

种原因放弃了司考，最终没有走进考场。有的人在中间动摇

过，浪费了时间，最后去考试的时候差了几分，后悔莫已。

我在中间也曾动摇过，但幸好及时回头努力弥补才通过了，

我想今年如果差几分的话，那我比别人更加遗憾。所以，如

果决定了司考，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争取一年拿下。我感

觉越拖越没斗志。越拖压力越大！ 二、心态篇 要想过司考，

心态是第一。没有良好的心态就很难实行计划。 得： 首先要

静心，很多人不会通过考试，主要是心太乱，压力太大。只

有静心学习，才能学有所获。 其实要有信心，这是非常重要

的。但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盲目自信，考完后才后悔。主

要是法本、法硕。二是不自信，平时压力太大，觉得希望渺

茫，从而放松了学习。主要是非法本，尤其是第一次考的人

，总觉得通过率太低，很难！刚开始时，我就想今年随便试

试，今年去看看试卷吧。争取明年过。后来在网友的劝告下

，才下了必胜的信念。坚定不移的执行自己的计划。就像一

个朋友说的，只要你能走进考场，就已经把20%的人丢在后

面了。每年都很多人缺考。去年17%，今年也有8%。我的考

场中就有三个人缺考。相信自己，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不必

在乎自己是否有法律基础。 考场如战场，没有必胜的信念，



上了战场不是当逃兵就是败兵，考试也一样。 第三，考前的

心态反而要放松，此时不能想着一定要过，只能想着只要发

挥自己的正常水平就好了。这样考试压力不会太大。 最后，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兴趣。 失： 1、有一段时间没有静心，浪

费了半个月时间。 2、压力太大，常睡不着。 经验： 1、要一

心一意准备司考。 2、解决失眠的办法：听讲座。 3、压力太

大，觉得学不下去了，上网看看，与网友聊聊，缓解心理压

力 三、时间篇 在职的感受：工作、生活与学习 我以为学习完

全没有必要全封闭式训练，今年准备司考的时候，我的工作

任务也不少，我不仅完成了工作任务，还越额完成了工作任

务，因为我把工作看成了学习的调节，是一种娱乐。在工作

中享受乐趣。其次，我已经结婚了，所以也有很多家务事等

着我去做，奇怪的是，这段时间我做家务事特别勤快，效率

特别高，因为我斗志昂扬！等真正考试结束的时候，我发现

我变得更懒了，家务事放在那里也不愿意去做！ 所以，在职

的朋友需要认真处理好工作、生活与学习的关系，不必太在

乎时间的多少，而要注意时间的效率！不必在乎你有多忙，

而要想到你是否在前进！ 我是在职复习的，每天基本保持在

六小时左右。但我在前四个月的学习中，效率很低，大约有

效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到了7月份，放了暑假，每天复习10

小时左右。8月份有事情，所以每天只有两小时。9月份，全

心全意，每天八小时，效率挺高。但没有请假复习。 我觉得

时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安排，不一定在乎几个小时，

而要关注效率。 经验： 1、不必在乎每天到底学了几个小时

，而必须在乎你到底完成了多少任务。 2、第二轮、第三轮

的效率非常重要。 3、在时间上，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找资



料和整理资料，下载了共10G的资料。 四、进度篇 我原计划

三轮复习，事实上也基本完成了。 3－6月：第一轮复习： 任

务 是把教材通读一遍，完成知识框架的建构。听听讲座，理

解重点、难点，对于非法本来说，听讲座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骤，弥补法律知识的缺陷。我当时没买同步训练，不过我认

为做同步训练是很重要的。另外，做做真题，是必不可少的

。 7－8月：第二轮复习： 这是最重要的一轮。我正是在这轮

的复习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主要任务是：做练习强化训

练，再做真题，重点复习。 9月：第三轮复习：冲刺阶段，

做模拟训练。弥补弱点，但不要面面俱到，要抓住重点。 在

进度安排上，其实我没有很好的完成任务。主要是第一轮复

习，效率太低，以至于卷一基本上没有复习。 另外，由于时

间紧张，我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三段时间，我采取了交叉进行

法。在第一轮复习的尾声，开始第二轮的复习，这样等第一

轮复习复习完了，第二轮复习也到了中段。然后，第二轮尾

声时，再开始第三轮的复习。 五、策略篇 1、卷一：实际上

卷一是容易得高分的科目，但很多人忽视了，没复习完，导

致卷一分数很低或者不理想，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也是这样

，第一轮复习卷一根本没看。第二轮复习的时候也没看国际

经济法。最后花了20天的时间冲刺卷一，得了89分。 卷一一

定要安排出时间！实际上在卷一上投入同样的时间比在后面

三卷上的效果更好。 法理学、宪法、法制史只要背背都很简

单，一定要拿下。 三国法其实也简单，尤其是国际私法最好

争取不丢分。国际经济法着重理解，理解了也不难。而国际

公法有点杂，抓住重点也可以得大部分的分数。 经济法由于

投入与产出比不高，我花的时间少。在考试的时候也只好靠



感觉了。 2、卷二 刑法很难，着重理解和案例分析。要花大

量的时间才能取得较好的成绩。建议在第三轮的时候不要花

太多的时间在刑法上。刑法应该把重点放在前期。而卷一应

该把重点放在后期。 刑事诉讼法：争取得分率在90%以上。

诉讼法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多读法条和多做练习，多总结，

一定可以取得高分。 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太难、太杂。 投

入与产生比同样不高。行政法要把基本理论理解清楚，对于

行政诉讼法有很大的帮助。行政单行法律法规太多，不看也

罢。行政诉讼法也应该争取。 3、卷三 民商法的难度每年基

本差不多。也是得高分的部分。应该好好复习。商法较难。

4、卷四 历年来的卷四得分都很低。今年放松标准。稍高些

。卷四的题目是这样的： 刑法题有一定难度，理论性较强，

需要靠平时不断的积累。但刑法案例题基本上都是那些常见

的犯罪：抢劫、强奸、杀人、伤害、盗窃、侵占等等。所以

要加强对这些重点犯罪的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题型有两种，

一种是问答，一种是改错。无论是问答，还是改错，只要以

真题为准，找出五十道案例题分两次做完。然后一次总结。

再以你总结的材料去做十道案例题试试。基本上都能搞定了

。我发现，刑诉改错，从立案－侦查－拘留－逮捕－羁押⋯

⋯直到执行，基本上每个环节都有一个错误，但要注意时间

上的问题，比如超期羁押、超期审判等等。只要你注意总结

，得高分没问题。 公司法的案例常考知识点也不多，一定要

多做几道题，然后得高分也不是问题。 民法的题也不是很复

杂。也要多做。 民事诉讼法的题目比较简单，应该多做多复

习。争取得高分。注意与仲裁法的衔接，与行诉、刑诉的区

别。 论述题，由于我平时训练较少，所以得分不高。我认为



论述题应该注重平时积累。有空多看看法学论文，前提是有

空。如果没空的话，不如把其实科学好。毕竟论述题比较难

把握。另外，平时多写写。 文书题，其实很简单，我觉得不

要死记格式，应该理解和归纳。比如同是起诉书，刑事起诉

状与民事起诉状、行政起诉状就有相同的部分，但也有一些

区别。要理解记忆。如在刑事中称被告人、民事中称被告。

等等。而改错也常在这些知识上。另外，多做文书改错题非

常重要。如果能找到20篇改错题，做完之后，总结一下，就

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奥妙了。04年不考文书，05年可要小心了

，在文书上栽跟头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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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