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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手 点 将 录  

陈新军（中国政法大学） 

2005 年 466 分，全国状元 

2005 年，我顺利通过了号称“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试。回首司考，我有一些

感受及经验与大家交流，希望能对有志于参加司法考试的各位朋友有所启发和帮

助。 

主动的学习态度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说过“信心使一个人得以征服他相信可以征服的东西”。备

考司考，我们同样需要树立必过的信心。有了必过的信心，我们才能在漫长而枯燥

的备考过程中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并最终斩获成功的硕果。除了具有必过的信心，

备考司考，还需要有恒心和毅力。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司法考试的复习需要我

们能够尽量排除各种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中去，做到分秒必争，持之以恒地

进行复习，避免出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缺乏恒心和毅力的现象，更不能在

复习过程中随意给自己制造各种放松复习、浪费时间的借口。 

高效时程规划 

用多少时间来复习司法考试，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

同，需要的复习时间也会有所差别。就我个人而言，整个复习备考过程大体可以分

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这个阶段从三月初持续到七月初，主要是浏览一些法条

和历年真题，购置必要的复习资料。考虑到民法和刑法这两大学科在司法考试中所

占的比重较大，而且这两个学科相对理论深度较高，复习难度较大，这期间对这两

个学科粗略地过了一遍，以减少后面集中复习时的难度。总之，前期准备阶段的主

要任务是为后面的集中复习做好物质准备以及完成心理预热，使自己在集中复习阶

段的复习更加有针对性和效率。 

第二阶段，基础复习。这个阶段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阶段，主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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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通览教材以及法条（最好能够通览两遍以上），分清自己已经掌握的部分、重

点部分、难点部分以及非重点部分，为下一阶段的复习做好准备。在这个阶段的复

习中，要特别注意对复习内容的分类标记。具体来说，就是对复习中已经掌握的部

分、重点部分、难点部分以及非重点部分分别以不同的符号或者颜色清晰明确地标

示出来。如果有做笔记的习惯，可以将重点部分、难点部分系统地整理下来。复习

过程中，要注意将教材和法条结合起来，将基本法律与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

结合起来。同时要注意总结、归纳、对比，将相关联的知识点串联起来进行掌握。

通过这一阶段的复习，要对全部的考试内容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三阶段，实战演练。这个阶段大约占用半个月的时间。在这一阶段，主要是

做历年真题，同时复习司法文书写作。历年真题在司法考试复习中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方面历年真题是最权威的练习题，通过做历年真题，可以很好地培养我们的答题

技巧；另一方面，通过做历年真题，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握司法考试的重点学科

与重点知识点。何况，在每年的司法考试中，总是有相当数量的题目属于往年已经

考过的原题。历年真题最好能够做两遍，第一遍重在培养好的答题习惯，第二遍则

重在通过真题练习找出司法考试的重点学科与重点知识点，并借此机会回顾上一阶

段的复习内容，查漏补缺。对于司法文书的复习，重在格式的掌握，力求在格式上

不失分。另外，现在司法文书的考查越来越灵活，往往会让考生在检察官、法官、

律师三种角色中选择一种角色并撰写相应的司法文书。因此，如果对司法文书的格

式掌握得比较准确，最好选择法官或者检察官的角色写判决书或者起诉书，因为这

类文书只要掌握了基本的格式，其余内容的撰写相对简单。如果对司法文书的格式

掌握得不是很好，最好选择律师身份写辩护辞或者代理辞，因为这类文书格式要求

相对比较宽松。 

第四阶段，冲刺复习。这个阶段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是根据前两个阶

段的复习进行有针对性的回顾，复习的重点是第二阶段中标出的掌握不熟的部分以

及重点、难点部分。在考前的最后几天，可以侧重复习一下第一卷的考试内容，尤

其是宪法学、法制史和三国法的内容，以便在第一卷考试中能有出色的发挥，从而

为下面几卷考试至少在心理上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在后三个阶段中，我基本上是以星期为单位进行具体划分，每周周末用大约半

天的时间回顾一周所学，以便强化记忆，避免遗忘。至于每天的复习时间，我个人

是 10 个小时左右，早上午 4 个小时，下午、晚上各 3 个小时。在这期间，如果经

济条件允许，可以适当报一些司法考试辅导班，通过倾听老师的讲授，帮助自己找

出重点、难点，理清命题角度，构建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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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稳脚步，稳操胜算 

1. 区分学科特点，有所侧重。也就说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复习策

略。对于刑法、刑诉、民诉等学科，因为考查的重点在于法条，而且这些学科

也有着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体系，因此复习的重点就应放在对法条

的掌握上；而对法理学、法制史、国际公法这些学科，就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

教材上，因为这些科目大多无法条可言，考查的内容主要来自于教材。以国际

私法的复习为例。个人认为，对于国际私法的复习，只需要重点看一下教材的

总论部分，尤其是其中关于冲突规范部分的内容，如冲突规范的类型、识别、

反致、法律规避、外国法的查明等等。至于分论部分，完全可以通过法条的复

习来代替，因为在考试中，分论部分的考点主要集中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的

涉外规定部分。 

2. 重视新增内容，尤其是新增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每年司考考点、法条都有

新增部分，这些新增部分往往是当年司法考试的重点考查内容，而且新增内容

大多是对某些问题的具体规定，出题往往表面化，得分相对比较容易，所以对

于新增内容，必须予以重视。 

3. 注意总结、归纳、对比。司法考试内容多而繁杂，而考试过程中，通常是将相

关知识点结合起来考查，这就要求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应当有目的的进行有关的

总结、归纳工作。这一点，在宪法和三大诉讼法的复习中尤为重要。比如，三

大诉讼法关于管辖冲突的解决各不相同，行政诉讼由“最先收到起诉状”的法

院管辖；刑事诉讼由“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而民事诉讼则是由“最先立案”

的法院管辖。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不注意总结、对比，在考试过程中很容易出

现混淆。再如，根据宪法规定，哪些人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主席的任职条件有何区别；直接选举

和间接选举中罢免案的提出、生效有何不同等等。 

4. 为了避免长时间复习一门学科可能导致的疲劳感，可以采用交叉复习的方法，

适时变换复习内容，今天看刑法，第二天则改看民法，不同学科交叉进行复习。

当然，具体交叉复习的间隔时间、学科可以视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 

5. 在法条的复习过程中，需要注意法律之间的矛盾或者冲突规定。由于我国当前

的法律体系还不是很完善，以及法律修订频繁等原因，难免出现不同的法律之

间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规定存在矛盾或者冲突的情况。这时，要注意准确地把握

哪些法条由于“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因已经不再适用，对

于这些已经不再适用的法条，在复习过程中要作出明确标记，以免花费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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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复习，结果却掌握了已经失效的法条。 

司法考试的复习，需要因人而异的方法，我的复习经验和技巧只能作为大家的

参考，未必适用于所有的人。我相信，只要大家能够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

合自己的复习用书，制定适合自己的复习计划，掌握适合自己的复习技巧，脚踏实

地、持之以恒地认真复习，一定能在司法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