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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经验分享 

司朝 

学校背景：清华大学法学院 06 级硕士 

司考应试成绩 

试卷 得分 

试卷一 117 

试卷二 119 

试卷三 116 

试卷四 107 

总分 459 

制定复习计划 

司法考试考察的内容繁多，复习的时间跨度很长，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了解自己的复习情况，

制定一份复习计划是很有必要的。从今年五月份来胜开始上课算起，我的准备时间是四个半月。根据

上课的进度，并参考了他人的经验，我也制定了一份复习计划，包含有作息时间安排、阶段复习任务

和复习进度等内容。但在制定复习计划表时，具体的内容宜宽不宜细，一是在内容上只规定大概的复

习任务，以便在复习时可以根据情况调整复习内容；二是在时间上应该在每个阶段都多留出几天，以

便能够有个回旋的余地。计划没有变化快，这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因此，适时适当的调整复习计划是

很有必要的。 

按照我的计划，第一个阶段的任务是对司法考试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个阶段是从来胜的

系统强化班开课开始的。因为这个阶段有老师上课，也有老师的讲义，所以我需要做的一切就只是按

时来上课，记好笔记而已。相比其它的阶段，这段时间是司法考试备考过程中最轻松的一个阶段。经

过这个阶段后，我把司法考试要考的所有课程都过了一遍，并且，根据老师的介绍，我对于课程的重

要性和复习的策略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也为以后的备考打下了一个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

我树立起了一定能够通过司法考试的信心，这也是我在备考阶段支撑我自己的动力。 

第二阶段是从考完期末考试开始的，时间是 7 月 10 日——8 月 10 日，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复习

第一阶段课程的讲义，并开始复习司法考试所涉及到的法律条文，也计划做练习题。按照重要性排序

为讲义第一，法条第二，练习题第三。对于课程的讲义和法条，我在这个阶段基本上算是按照计划完

成了任务。但是对于练习题，本来的计划是做法律出版社的白皮书，然而，由于当时的时间很紧迫，

自己还有很多基础知识没有看，所以我只选了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刑法和国际法的一些练习题，其他的

练习题没有做。 

第三阶段是从 8月 11 日——9月 11 日，重点是法条，真题和讲义。因为司法考试对法条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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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把来胜编的法条认真地看了几遍，感觉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来胜

的《司考法规关联记忆》编的很好，一套共八本，不但收录的条文、司法解释很全面，而且勾画出重

点条文，让人在全面系统的理解法条的基础上掌握重点条文；最值得称赞的是在每一条法律条文下面

作出一些解释，并将与该条相关其他条文集中到一起，这使得我能够很快理解该条文的含义，并能够

把它们和其他相关的条文一起快速的掌握。看完一遍法条后就做真题。我的真题用的是套题，主要是

想检验一下复习的效果，并感受一下司法考试的气氛。主要做的是前三卷，第四卷没有时间做。结果

发现 06 年的真题与以前年份的真题有很大的不同，06 年的题突然考的很灵活，自己的得分下降了很

多。因此，在基本上把选择题做完之后，我又拿起了法条和讲义，继续巩固自己的基础。 

分卷复习，全面提升 

通过司法考试需要 360 分，也就是平均每卷得 90 分。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复习的时间平均

分配为四块，或者平均分配为三块（如果不想专门复习第四卷的话），然后以卷为单位来利用各块时

间。因为司法考试的难度，想在其中的某卷得高分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最好不要对考试科目存有偏见。

如果有一卷没有考及格，想用其他卷的成绩来弥补的话是很困难的。所以，最保险的结果就是每卷都

考及格。分卷复习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大体上相关的内容集中到一起复习，以减少理解的难度和记

忆的混乱度。同时，分卷复习对于考试也是一个很好的应对策略，因为平时就把相关的内容一起看，

考试的时候自然会条件反射般的联系起相关的内容。 

不放弃小法，多找得分点 

这里说的小法包括法理学、法制史、经济法里面的各种法律和法律职业道德等内容。小法分值少，

但内容却不见得少，重点也不明确，往往有很多参考人员放弃了小法的复习，而把精力放到分值多的

法律上，如三大实体法和三大诉讼法之上。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小法考的比较简单，主要是记忆性的

题目，而法理学、经济法等内容，近年来所占的分值越来越大。因此，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一定不要

放弃对小法的复习，尽量多找得分点。 

科目不同，复习方法不同 

第一卷的考试内容难度都不大，但是科目比较多，因此复习起来感觉会很烦躁，有时候真的有不

想复习第一卷的冲动。但是，第一卷也有 150 分，如果再加上第四卷的分数，那么第一卷的科目所占

到的分数将达到 200 分左右，因此，不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对第一卷的复习。法理学、法制史和三国法，

老师都有很丰富的讲义，这三门课程也不用复习法条，因此，只需要按照讲义复习即可。宪法应该以

老师的讲义为主，同时要兼顾相关法条的复习。宪法的考法很灵活，因此，对于某些重点的问题一点

要学会适用法条。经济法包括许多个法律条文，而这部分考察的内容也主要来自于法条，所以，对于

经济法的复习，应该以法条为主。我的方法就是看老师上课划出的重点法条，同时自己也花适当的时

间来看重点以外的其他部分的内容，争取全面复习。 

人们常说“得民法者得天下”，这显示出民法在司法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其实，司法考试中分数

最多的科目就是三大实体法和三大诉讼法，这些科目都很重要，需要花最大的精力来准备。对于实体

法和诉讼法的复习，我还是分卷来复习的。在复习这些科目时，我用的资料有课本、讲义、真题、法

条，当然，实体法（民法、刑法）以课本和讲义为主，诉讼法以法条为主。 

在系统强化班中，讲授民法的是尹飞老师。尹飞老师的课上的很好，他讲了民法在司法考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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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分值并预测了今后考试的趋势，这些对于一个新手了解司法考试是很有帮助的；并且，尹飞老

师的课件也做的很好，内容丰富，对于民法的基础学习很重要。我很喜欢课件多的老师，因为司法考

试毕竟不是做研究，自己去收集资料太麻烦了，民法的内容本来就很庞杂，老师的课件往往会起到化

繁为简的作用。在复习过程中，遇到有不懂的理论问题，要勤查课本和法条，千万不可以眼高手低，

不懂装懂。另外，对于在校生来说，或许你在复习司法考试的同时还在自己的学校上着该门课，这就

要注意在复习司法考试的时候不要太在理论上较真，司法考试主要还是考法条，而不常考察理论问题。

我在复习民法时，选择了物权法、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知识产权法作为我的重点，因为物权法是新

法，而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知识产权法都比较难，其他的法就按照课件来复习。我在民法上花的时

间并不多，因为我在学校里基本上学习过所有的民法学的内容，而第三卷的时间我主要花在复习民事

诉讼法上了。 

对于刑法的复习，我非常同意杜启新老师的话，他说要从心底里喜欢她，这里的她指的是“结果

无价值论”，只有从心底里认可了她，才能使得我们改变某些根生蒂固观点。很多人认为刑法的理论

性比较强，考试难度也很大，并跟以往学习过的刑法观念有些冲突。但是正如杜老师所说的一样，考

司法考试，不过刑法关根本是不可能。只要方法得当，并经过认真的复习，就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的。

在复习司考的过程中，我刚好在学校上《刑法各论》，因此，我的复习材料就是上课用的教材，在考

试之前又看了两遍。对于发现刑法很难学的同学，我的建议是按照老师的课件来复习。如果真的有寻

根究底的精神，也可以准备一本《刑法学》在案头,以便随时翻阅。 

我一直把诉讼法当作是司法考试的富矿，并尽量挖掘其中丰富的宝藏。民事诉讼法是在来胜最早

上的一门课，尽管当时我对民事诉讼法一无所知，但是杨秀清老师的讲课还是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第二阶段的复习中，我发现 06 年民诉法居然考了 70 多分，几乎和民法一样，我就决定把诉讼法作

为主要得分点来抓。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发现诉讼法最常考是法条和司法解释，三大诉讼大体上都

是一样，因此，我在复习诉讼法的时候，最主要的数据就是来胜的法条。复习诉讼法的时候，三大诉

讼法当然是重点，需要一条一条地复习；同时，一些重要的司法解释也是重点，复习的时候也需要花

时间一条一条地复习。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内容也很重要，往往成为第一卷中国际私法的重要考点。

每复习一遍民诉法，也顺便复习了一些国际私法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都是一些每年必考的考点，多

看几遍，自然就会很熟悉那些法律条文。 

刑事诉讼法的课件也写的很好，内容也很充实，这使得我在上课的过程中就能掌握大部分的考点，

也使得第二卷成为我最有信心的科目。刑事诉讼法的复习方法和民事诉讼法相似，也是以复习法条为

主，刑诉法和重要的司法解释，特别是新出的司法解释都是复习的重点。复习刑事诉讼法的时候，有

可能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发生混淆，因此，多动手做笔记，或者尽量不要同时看三门诉讼法将

会有助于避免混淆的发生。 

商法和行政法也主要是复习法条。商法以公司法为重点，在复习的时候要注意比较，重点看各种

公司的特殊规定；同时，对于商法中有些概念、原则或者经常出现的术语，则最好能够从书本上把他

们弄清楚，这对于做题是极有帮助的。而行政法中的原则是必须要仔细理解的，因为每年都有可能以

论述题的形式来考察；行政法中也有很多理论，但并不需要看一本行政法的教材，而只需要在遇到不

好理解的概念时去课本上找答案，并找一些原则或者概念的实例，以便让自己更容易理解。 

我感觉分卷复习的效果非常好，我的四卷分数分别是 117、119、116、107。对于第四卷，除了论

述题之外，我没有专门花时间来复习。我觉得把第一、二、三卷复习好了，第四卷自然就可以有好成

绩了；同时，因为我看的不是重点法条，而是选择的一些重要的法律全文，因此总是感觉时间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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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也几乎没有专门的时间来复习卷四。但是，从我的考试经历来看，卷四没有好好复习的结果就

是做题的时间不够，前三卷都能够提前做完，提前交卷，但是第四卷却差点没有做完。因此，在复习

过程中，对于第四卷也应该花时间来准备，至少在复习历年真题时，应该严格依照考试的要求来做题，

以使自己适应考试时的紧张气氛，并在真正的考试中游刃有余，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