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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如何用真题-巧用真题面面观 

在明确了真题的重要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如何选择真题？何时开始做真题？如何

做真题？针对这三个问题，我在这里提供一些经验供大家分享。 

（一）真题资料的选择 

在市面上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司考真题解析，当然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几个市场上常见的版本。 

1.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司法考试历届真题分类解读·五卷本》。 

这套真题是按知识点的分类进行编排的，其收集了从 90 年代律考开始（2002 年以前的是一些

现在看来仍有价值的考题）到现在每一年司法考试的考题，题目之全，是其他任何真题解析书所

不能比拟的。除了题目全之外，这本书对真题的解析也很详尽。但正是由于其内容过多，因此这

本书建议给时间比较充裕的同学使用。 

2.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司考真题解析（八卷本）。 

这套书也是按照知识点的分类进行编排的，但在题量上，其仅收集了最新五年的真题，但是

考点解析得很详细，都是先讲法理，然后列出法条依据，再针对考题进行详细讲解，从而利于司

考复习中教材、法条、真题的有机结合。 

3.来胜《司考真题多维讲解》 

《司考真题多维讲解》是来胜的专业、诚意之作。其也是按知识点进行编排的，但此书的特

色在于其除了对知识点的讲解也同样力求知识点、法条与真题的三位一体外，这本书还对每道考

题的命题思路、出题陷阱以及难易程度作了分析，从而有助于同学通过真题更加直观地了解命题

人的命题思路与命题特点。 

4.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历年试题汇编及答案解析》 

与前面介绍的三种真题解析书不同，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真题汇编是按照考试的年份将考

题进行了汇总，是司考试题最真实的面貌，因此做这种汇编类的试题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司法考

试的题目设置以及做题节奏，从而更直观地了解司法考试。 

以上介绍了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几个版本的真题书，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二）做真题的时间安排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同学首先应当要甄选好真题。关于真题的版本问题前面已有所涉及，

但问题是，我们应该选择按部门法编排的真题解析还是选择按年份编排的？我的回答是：各取所

长，两者兼要。众所周知，常见的真题有两种：一是按部门法的分类编排的纪传体；一是按年份

编排的编年体，两者都各具优劣。纪传体因为是按照知识点对真题进行了分类归纳，所以同学既

可以通过看书做题来检验自我实力，还可以通过知识点考察的密度来把握考试的重点与命题规律，

但这样的编排方式同时也会导致思维的单一化与片面化。而编年体真题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

足，由于其是按年份编排的，连贯性较强，有整体性，因此可有助于同学培养考试的感觉，但另

一方面，这样的模式却不利于同学对具体知识点地系统把握。正是鉴于这两种编排方式可优劣互

补，所以在此建议同学两种真题都应选择，但是在做题的先后顺序上有所区别： 

首先，在复习前期和中期（3~7 月），应当选择按知识点编排的纪传体真题解析。因为这期间，

同学主要是通过看教材进行复习，因此在掌握了知识点后，需要做一些就该知识点所涉及到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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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真题，以巩固和检测自己的学习成果。 

其次，在复习后期（8~9 月），应当改用按年份编写的编年体真题解析。由于经过前期的复习，

同学对知识点的掌握已经差不多了，此时就需要通过实战模拟，真切了解司考的题目设置，以培

养自己的发散性思维，提高应试能力。 

（三）做真题应注意的事项 

1、做真题一定要早，尽可能与知识点的复习同步。如前所述，做真题的首要目的就是能让自

己的复习有的放矢，更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如果等到最后才做真题，那么真题所发挥的效用是

极其有限的，做真题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建议同学做真题要尽早，并能够配合知识点的复习

同步使用，以迅速检测并巩固自己的复习成果。 

2、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题的重要性人人皆知，所有复习司考的同学也几乎都做过真

题，那么为什么仍有人落马呢？原因就在于他们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想发挥司考真题的

巨大作用，就要首先明确的是，复习中做真题不是考试，不能仅仅满足于选出一个正确答案，而

是应当从真题中尽可能地挖掘出一些重要信息，使司考真题的价值最大化。因此，建议同学做真

题可以分三步走：（1）做第一遍真题时，主要目的是检验自己的复习成果；（2）在复习完一遍后，

需要重新做一遍真题，不要以为做过一遍后，所有题都会做了，其实不然，当你做第二遍时，你

仍会发现很多题自己仍然不会做或不确定，这就需要通过做真题及时查缺补漏，进一步巩固之前

的复习成果，并能在此基础上准确掌握题目所涉及的具体知识点是什么；（3）当做第三遍真题时，

就不应该像前两次一样再执著于做题的对与错，而是应该从更理性的角度分析命题人的出题方式、

考察的角度、设置的陷阱等。这些问题只有在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才能最终将所掌握的知识转

化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 

总而言之，司考真题对于备战司考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库，其蕴含的重要价值只有经过深入

地研究和发掘，才能获得最大限度地发挥。因此要顺利通过司法考试并取得高分，司考真题的重

要性千万不可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