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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备考行为的始终 一个考生要把握一门部门法的知识体系

，只有通过阅读辅导用书才可以做到。阅读一定要注意几点

：一、疏理完善好部门法知识体系。二、读出部门法的知识

点，也就是读出重点、难点、考点。三、把书读薄，如果第

二遍阅读的阅读量只是第一次的五分之一，这样的考生属于

会阅读的，也是把书读薄了。四、阅读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

考生理解知识点，只有在理解基础上的阅读或者阅读中理解

了相关的知识点、树立了法学知识体系，才达到了阅读的目

的。五、理解性的阅读给记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记忆的基

础是阅读和理解。无论是阅读、理解、记忆都是为应试能力

提高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记忆是备考的中级阶段 备考中、

后期要格外强调 来源：考试大 要想通过司法考试，不记忆肯

定是不行的，关于记忆的方法很多，年轻的考生更多的是在

阅读过程中就已经记忆了大部分内容，因为现代科学已经证

明人的视觉是有思维能力的，即所谓的视觉思维，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在备考的中后期，年轻考生

在记忆方面下功夫似乎比较少，但效果远远好于大龄考生。

大龄考生更多的是在理解基础上记忆，答题时印象变得比较

模糊、似是而非。我建议凡是有志于通过今年司法考试的大

龄考生，要抽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记忆，记忆是建立在阅读和

理解基础上的，阅读与记忆二者在备考中后阶段更要强化如

何记得准确，因为许多简单的题目都是依靠准确记忆的重点



、难点、考点等知识点才能准确做出来，如果大龄考生在这

部分记忆性题目上丢了分数，很难在卷面上得到弥补，记忆

知识点是阅读与应试能力提高的中间环节，是核心的衔接环

节。没有准确、充分、有效地记忆知识点，应试能力一般是

无提高可言的，就是所谓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真题演

练是备考的高级阶段 应试能力决定考生命运 我之所以提倡做

历年真题，首先，目前没有任何习题集的水准能够接近历年

真题，有的相去甚远。做这样的练习题对应试能力提高没有

作用，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周光权教授在课堂出的题目和司

法考试的刑法题目难度基本一致，甚至超过了司法考试题目

的难度。来源：考试大 其次，历年真题题目难易程度搭配非

常合理，符合司法考试的题目难易规律。考生在开始阅读辅

导书时就可以把容易的题目加以练习。在备考中期做历年真

题当中不容易的、偏难的题目，以使自己的备考符合司法考

试试卷水准的要求。 目前参与到司法考试培训的老师都不是

司法考试出题的老师，老师的辅导会和今年的试题有一定脱

节，命题人目前出题给考生的感觉都是笔走偏锋、侧出旁门

，而司法考试培训老师多年形成了自己辅导的模式，不是很

容易跟得上司法考试应试所要求的变化，目前能达到司法考

试应试状态讲解的为数不多，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和清华

法学院周光权教授的辅导属于对考试帮助非常大的、应试型

讲解。 法律知识的综合运用 落脚点在历年试题的训练 来源：

考试大 有一定自学能力或学习能力的考生一般来讲基本可以

把阅读、记忆、历年真题演练结合好，问题比较多的情况是

大部分考生过分地依赖阅读，比较有代表的是完整的、乐此

不疲的一个部门法一个部门法地阅读，更有甚者辅导书读了



几遍，当然，这样做有利于梳理法学知识体系，明确重点、

难点、考点，对记忆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应试能力提高作

用不大，而且辅导用书怎么读也只是进入到了记忆、理解的

层面，不做历年真题，考生很难带着问题去阅读，最终整体

备考行为形成了头重脚轻的状况。每个考生都要记住备考核

心的落脚点是应试能力，没有任何一个考生是靠阅读而通过

司法考试的。就目前司法考试要求的水准而言，阅读后的记

忆和历年真题演练才是最重要的。备考的目的是应试能力的

提高，要提高应试能力只有接受记忆和历年真题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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