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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08 级法学本科） 

2011 司考成绩 

科目 试卷一 试卷二 试卷三 试卷四 总分 

成绩 113 113 113 100 439 

来胜资源巧利用，大三司考高分过 

司法考试成绩已经出来很多天了，想到取得了 439 分，还是莫名的会觉得兴奋。在此定要感

谢来胜提供的帮助，没有来胜精心的课程安排对于我这么懒惰的人来说，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有

难度的。 

算起来应该是在大三参加的司法考试，这是每个法学生必经的路嘛，当时我和同学一起选择

了来胜的全程班。说实在的，真正应该把握住的是暑假两个月的课程。 

我应该可以归入反面教材中的正面教材。对于复习，我没有阶段、没有计划可言。随着来胜

安排的暑期班，每天早起赶着公车去人大上课就是。在此，特别推荐杨帆（理论法学）、杨秀清（民

事诉讼法）、吴鹏（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刘玫（刑事诉讼法）等老师的授课及讲义。尤其是前

三位的讲义，到后期复习中，对于这三门，我就只用了他们强化班的讲义，绰绰有余。善用讲义，

善用真题，就能够对知识点有准确的把握。说起真题，在我准备司法考试前，听那些经验人士大

力鼓吹说至少要做 4-5 遍之类的。真题确实重要无比，但是我仅完整的把专题分类做完了，分卷

的真题一遍都没有完整做完。我认为像那种分卷真题没有必要反复做。司法考试考的是对知识点

的掌握，不是看你能不能把每年题目的答案背下。我认为，分卷的试题，拿来检验对知识点的掌

握程度便是，因为专题分类毕竟是围绕一个考点提供大量的题，而分卷的真题可不分考点安排题

目，你不会受到‘暗示’一般往某个知识点猜答案。再次强调，做题的目的不是为了背考点，是

为了理解并熟练运用知识点！另外，我有听说过‘背法条过司考’的方法，我认为这纯属扯淡。

除非是出了新法条，你没有真题可以去运用而迫不得已地去背法条之外，背法条是很愚蠢的做法。

就算背法条，那最多也仅限于诉讼法类，否则像刑法、民法等是非常需要理解的。对于卷四，我

在考前的前两天做了几年的真题，感觉非常难。卷四的案例分析，重点要看的是给的参考答案与

你所答的差距在哪里。卷四无非是考对知识点的运用，所以答案一定要写的详细。但事实上，卷

一到卷三大部分都是小案例型的选择题，做多了看多了，卷四也不需要特别花多长时间准备。 

虽然我很看重来胜安排的暑期课程，可看了看自己的听课证，出席率却不是很高，不过每个

科目还是都有完整听过一遍的。翘课不是为了玩乐，选择翘课的理由必须足够强才行。我认为如

果某个授课老师的讲课方式不适合自己，可以不听，因为那样是浪费时间。这一点来胜做的很好，

它安排了各式各样的老师，不怕你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老师。并且，它设置了视频学院，这就为补

课提供了便利。但是学弟学妹们在第一遍完整听课前，尽量不要翘课，尤其是基础较薄弱的同学，

建立较为完整的体系对于课下自己复习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而且，在面授教室上课，身边都是埋

头苦读的同学，对自身的激励效果肯定要比你对着电脑来得好。 

最后，我想对奔赴在司考路上的学弟学妹们说，感到很累了，就不要强撑，掀开被子，躺下

睡半个小时，千万不要多于半个小时除非你身体不适。当你无法集中注意力，眼皮打架的时候，

还坚持看书就是对自己的摧残也会让你对所看的科目产生恐惧。小憩过后，打起精神来再奋斗，

效果反而更好！ 

谨记，359分与 360分仅一分之差，但可以让你长时间的努力付诸东流。不要让自己有‘来年

再战’的机会，如果因为你现在不够努力而输在这 1分上，你将再付出更加苦逼的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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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萌（中央民族大学 08 级法学本科） 

2011 司考成绩 

科目 试卷一 试卷二 试卷三 试卷四 总分 

成绩 120 117 103 98 438 

司考—信念之战，方法之役 

一直以来，都觉得司法考试是一场战役。还记得查到司法考试成绩的时候，那种瞬间而来的

成就感让我真实的体会到了胜利的快感。如今再回头想司法考试，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决窍，唯

信念和方法而已。下面具体和大家聊聊我准备司法考试的过程和经历吧，以供借鉴和参考。 

一、自我介绍 

我是大四的法学本科生，法学基础尚可，早在大三第一学期末我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目标：司

法考试和考研。并且订立了司法考试过 400 分的一个目标。同时因为自己一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

人，所以就决定寻找一个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来帮助自己的备考过程。 

二、复习阶段划分 

我是在 2011年 3月份报名了来胜司法考试全程班。整体而言，我的复习阶段主要是在来胜课

程的安排基础上进行划分的。 

3月—6月：这个阶段因为学校还有大量课程，来胜在这阶段主要是安排了各科的基础班的课

程。因此这个阶段主要是随着课程的开展，把各科的基本知识和分类真题看了一遍。这个阶段我

的复习目标就是架构各科知识体系，掌握各科基本知识点，并通过真题总结各科较为薄弱的地方。 

7 月—9 月：这个阶段最为重要。7 月份我首先制定了一份学习计划，把每科的复习时间和复

习内容做了简单的规划。复习顺序基本上是依照先三卷再二卷再到一卷这样的顺序进行。但在具

体复习的内容上，我采用的是交叉复习方法。例如：我会把一天的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午看

民法，下午看民诉，晚上再看民法，这样交叉进行。我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如果一整天都看

同一学科，我就会觉得烦燥，为了克服这种情绪。所以我会把学科具体的划分成模块，例如民法

就划分为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婚姻继承、侵权等，以模块为复习单位。另外在每模块

结束的时候我会再做一遍真题，然后对比前一阶段做真题的情况，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会继续

这个模块的复习，而不是进入下一模块。 

另外，这个阶段我会偶尔空出一天的时间，拿出一张白纸，自己画学科体系，然后在体系架

构下回想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对于遗忘的点再回归讲义、法条等去记清楚。这么做会虽然看起

来复习一整轮比较慢，但我个人觉得效果还不错。 

9月—考试：这半个月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做真题，以年为单位，再把做错的

真题找出来，这个时候会发现实际上自己就是在某些知识点上有盲点。同时进行卷四的练习，我

主要是认真的看了几年的卷四真题参考答案，总结答题思路，然后以真题为模板练了两套卷四。

离考试前的最后五天，主要是把之前总结的知识点盲点再简单看一遍以及背诵卷一的零碎知识点。 

这个阶段我认为要遵循一个“舍得”的原则，这个时候通常会觉得自己什么科目都准备的不

好，一卷的知识点又多又碎，背完这个又有那个。其实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必想，只要做好自己该

做事情就好，不要再看一些比较偏、比较难的点，一卷的再背多少算多少，抓住基本的分数，一

定过 36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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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辅导机构的选择 

我是在综合考量了很多辅导机构之后选择来胜的，相较于比较老牌的机构而言，来胜也许是

年轻的，不过无疑是成长比较快的一家辅导机构。最初选择来胜，主要是由于我不喜欢封闭式的

学习，而来胜的上课地点靠近我的学校，师资上也配备了一批在司法考试辅导界里“名师”。相对

于这样服务，来胜的价格上也是比较合适的。其中来胜的视频学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服务。我的

强化班后期和冲刺班的课程都是在视频学院进行的而没有去面授课，这主要是基于一个时间上的

考虑。视频学院的视频是可以调整语速的，这使得我可以更快的完成老师讲授的课程，所以节省

了很多时间。 

四、经验—信念和方法 

我一直觉得如果我成功，一定与信念有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当面

临选择的时候就不会动摇和徘徊。问自己三个问题：我要不要过司法考试？我为什么要过司法考

试？我怎么过司法考试？当这三个问题有答案的时候，请把答案记在心里，备考的时候你不需要

去想“我会不会过”这样白痴没有意义的问题，你只需要告诉自己我要过司法考试！备考的时候

如果你撑不住了，就再去想想你为什么要过司法考试！ 

至于备考方法，前面我也已经提到了，我相信大家都经历了很多考试，有时候别人的方法对

自己并不一定有用，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最后，还需要提一下的就是心态调整的问题了。在备考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几个小障碍，一

是我是一个比较能睡的人，每天睡不够 8 小时就会精神不佳，睡得很晚有时候心里会比较着急；

另外一个可能因为复习方法的原因但是看到别人都起得很早我看得是比较慢的，并没有经过特别

多轮的复习，所以当听到别人复习了很多遍的时候就会心里很纠结。也许备考的过程中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问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和别人做对比，把这场

考试当作一种自我超越，你只需要根据自己的计划，随着自己的步伐坚定不移的继续就可以。事

实上，学得时间长的效率不一定高，看得遍数多的细致程度不一定够！ 

如果你们已经坚定了决心，那么就请努力吧，相信明年的今天你们都可以拿到一份令自己欣

喜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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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正阳  （武汉大学 08 级法学本科） 

2011 司考成绩 

科目 试卷一 试卷二 试卷三 试卷四 总分 

成绩 121 107 114 92 434 

在准备考试之前就听说司考是以“高难度”和“低通过率”著称，我想着必须要一次性通过，

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感觉本科阶段学的理论知识不够应付司考，我又怕自己带着惰性去复

习，就报了辅导班。我觉得这次能取得这个分数得益于准备的时间早，并且没有别的事情让我分

心。 

来胜帮助了我很多。第一，它提供所有的书面资料和复习进度，比如法条、讲义、习题、真

题。我不用再去买其他的教材，也不用担心复习的头绪问题；第二，我很喜欢来胜的视频学院模

式，因为不用担心犯困之后落下课程，也不用担心老师语速快来不及记笔记；第三，武汉夏天很

热，而且暑假里自习室要么闷热要么没位置，好在来胜的视频学院环境很好，不用担心没地方自

习，最热的 7、8 月份也不怕了。 

学弟学妹们要科学利用手中的复习资料，不求多但求精，把战线拉长一些，备考之前订好自

己的复习计划、复习目标和复习方法，在备考过程中不断鼓励自己或者与朋友相互鼓励，保持积

极乐观轻松的心态，同时根据自己的进度和成果随时更新复习方案。参加了辅导班，就请相信自

己的选择，并且跟上进度或者提前完成，千万不要拖进度，最核心的还是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心

态的及时调整。 

我强烈建议在复习司法考试的时候“宅”起来，放下手中其他的事情，社团、学生会的策划

啊活动组织啊尽量拜托给别人，暑假的同学聚会啊旅游啊尽量推掉，一心一意地度过这被司考“虐”

的小半年，偶尔出门见见朋友看看电影慰劳下自己，再继续投入属于你一个人的战斗，迎来好结

果~ 

 时间规划+复习方法： 

我正式准备考试的时间是 3 月到 9 月，主要是跟着来胜司考核心精品课程的各备考阶段（强

烈建议不要拖进度，保持进度或者提前听完课都可以），再加上自己花时间预习与复习，看书做题

目。 

首先是 12月先听了来胜的民刑预热，大致掌握了民法和刑法，放完寒假回来後听民刑先修，

把民法和刑法的基础打好一点。这个时侯就算正式开始备战司考了，一定要好好地进入状态。 

4月到 6月的理论巩固班开始接触宪法法理学，还有三大实体法、三大诉讼法。这个阶段我觉

得非常重要，因为司考涉及到的宪法法理、三大实体法、三大诉讼法知识比本科阶段学到的东西

要多，而且针对性也不一样。这个阶段时间也很充足，可以周末听课，然后周一到周五自己消化

讲义，然后看法条做真题。 

 7、8月串讲课接触到三国法、商经以及第二轮第三轮三大实体法三大诉讼法的复习。这个阶

段的课程很多很多，时间也变得紧张了，不仅要听课还要消化学到的东西，做题看法条，会容易

急躁不安，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好心情，跟辅导员或者来胜前台的人多沟通沟通。我一直保持着

每天和家里打一通电话的习惯，虽然每天都在抱怨日子有多难熬，但重要的是坚持下来了，发泄

出心里的负面情绪才能更好地复习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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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在来胜的冲刺班听老师讲题目回顾考点。这个时侯还会通过做题找不足，哪里的知识点

还不清楚，把打击变成动力~ 

进入 9 月就临近考试了，复习的成果是在 8 月底就差不多定了，所以说前面 3 月到 8 月要好

好把握。我考前跟自己说“就算不相信自己，也要相信自己这么长时间走过来的路，一定不是白

费的。” 

关于考试的话，前三卷拿分是王道。从我的分数分布就看得出来了~我做卷四的时候是直接把

论述题写错了。今年论述题有两问，下面出题人还好心地提示说连续作答，我忽略提示以为是二

选一于是华丽丽地把第一问写了 1000字。等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打铃收卷了。之后对答案发现

案例分析题也答得不好。所以卷四主观性太强了，把握好前三卷的客观题才是王道！！ 

在最后，希望报考 2012年司法考试的同学们好好利用时间，把握机会，得到自己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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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灵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08 级法学本科） 

2011 司考成绩 

科目 试卷一 试卷二 试卷三 试卷四 总分 

成绩 127 117 124 91 459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在准备司考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对于自己能在 2011年的司考中取得 459分的成绩，我确实感到意外和惊喜。在此我非常感谢

来胜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关心，我想我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好东西应该和大家一起分享，因此我很乐意向大家介绍我在备考中的一些情况。 

知己知彼是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在备考之前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虽然我在

大学的成绩还比较好，但我清楚地知道，之前学过的知识已经忘了差不多，准备司考等于需要从

头再来。我想这也是许多同学目前的状况。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现在开始准备绝对来得及，要有

信心，一定能够通过司考。但作为学了三年法律知识的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仅仅通过，而应该抱

有高分通过的信念，400 分、420 分、450 分甚至更高。之所以要高分通过，首先是因为，近几年

司考的通过率都蛮高，通过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试想如果以后找法律工作，律所或者公检法机关

是愿意录用 360 的还是 420 的呢？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我们必须高分通过。其次，如果抱着通

过就好的心态去备战司考，很容易使自己松懈下来，而如果想要高分通过，我们就会时刻鞭策自

己，给自己必要的压力。 

我是从大三开始备战司考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三上学期。因为学校还有一些课程，所以主要是利用课余的时间来复习。复习

的课程主要是民法和刑法，因为这两门内容庞杂，而且本科是在大一学的，遗忘的知识点较多。

这一阶段还是很轻松的，主要是浏览一下本科的教材，但对于那些有争议的观点就忽略不看。 

第二阶段是大三下学期。这一阶段，来胜司考培训的课程已经开始，所以，我是按照来胜的

课程表来安排自己的复习计划的。对于民法、刑法、法理和宪法，我只看了姚欢庆老师、姚贝老

师和陈永生老师、杨帆老师的讲义，一本通看的很少，因为他们的讲义很充实，基本上涵盖了考

试内容。对于刑诉和民诉，我则主要看一本通，因为老师的讲义比较简洁，怕有所遗漏。而行政

法我则是吴鹏老师的讲义和一本通一起看，因为讲义和一本通都很薄，一本通的框架非常清晰，

容易识记，而一本通则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第三阶段是大三暑假。这一阶段也是根据来胜的课程表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开始三轮紧张的

复习。因为之前民法和刑法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这一阶段开始有限度地压缩民刑的时间。

第一轮大约用了一个月，对于三大实体法和诉讼法以及宪法法理还是参照第二阶段复习，再过一

遍，速度有所提高。用的教材也一样，除了上课需要新讲义外，课后复习的教材都和第二阶段一

样。这一阶段，三国法开始第一遍复习，因为内容较多，所以主要是利用一本通来复习的。而商

经，郑佳宁老师讲的很好，看讲义就够了。第二轮大约用了 20天的时间。虽然冲刺预测班的课程

只有 7 天，但加上自己课后的预习和复习，以及开始系统地做真题，所以花费的时间还比较多。

这一阶段除了做冲刺班的题目外，还要看看第二阶段用的讲义和教材。第三轮大约用了 10天，民

法和刑诉两天，刑法、法宪和商经各一天半，其他的都是一天。 

在司考复习中，我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比较单一，每一门课都主要只是看了同一个老师的讲义，

除了刑法陈永生和姚贝老师的讲义各有侧重。而且就暑假的时间，我每天三个时段复习，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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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是早 8：00到 12:00，用来听视频；第二个时段是下午下午 1:30到 5:00，用来复习上午听的

内容；第三个时段是晚上 6:30到 9:30，用来预习第二天的视频课。而且我把视频课的速度都调到

了 2。0，这样就可以用半天的时间把一天的课全听完。 

总之，备战司考的道路上还是蛮艰辛的，既要有合理的时间安排，也要不时地调整自己的心

态，在灰心时要给自己必胜的信念，在过分自信时又要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我相信，只要学

弟学妹们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计划地复习，最后的胜利也一定会属于你们。 

最后，真的非常感谢来胜的老师和辅导员们，正是你们精彩的讲课，还有每天学姐们的微笑，

陪伴了我们走过了近一年备战的时光，在我们的每一分成绩里都有你们的功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