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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_E9_95_BF_

E9_A3_8E_E7_A0_B4_E6_c36_482360.htm 复习备考是律考（司

考）最关键的阶段。 既备考，先要报名，一般而言，参加考

试报名是既简单又轻松的步骤，但作为参加律考屡战屡败仍

坚持战斗的我谈何容易，前几次报名还算从容，可越考越觉

得没面子，自以为报名处的先生、小姐都认出了我，好像在

说：真笨，还没考上。其实，人家知道你是谁。 最后三次报

名干脆让他人代劳，庆幸的是，有个圆满的结局----通过了。

依个人的经验：复习要有周密的计划，严格按既定方针办，

一般而言，复习时间毕竟只有 2 ? 3 个月的时间，不到最后 2 ?

3 个月一般人不会低下高傲的头；在时间利用上，要有通宵

达旦的顽强意志。再者，复习要全面并掌握重点，有取有舍

，有轻有重。全面就是要通读大纲、课本及法条；掌握重点

就是要对照大纲有的放矢地复习掌握（考试中有个别超纲现

象）。由于时间和工作关系，要大胆舍去一部分内容，如《

草原法》、《会计法》等。 司考复习既要有一目十行的功夫

，也要有斟字酌句的耐力。 凭本人经历，综合复习每天要阅

读 100-200 页书，重点难点问题花几个小时也要弄懂，对于个

别难懂的问题，弃之也罢。对于经过努力能运用技巧掌握的

尽量掌握。如，国际贸易术语，我在前几年的考试中，可以

说没有太多的理解，真正有所掌握是最后几年“苦干加巧干

”的结果。否则，对于从未接触过国际贸易的我而言，掌握

如此抽象的英文代码，绝无可能。 复习备考，参考图书必不

可少，最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多做练习题。可以说，多做



题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在购书和练习时要增强鉴别力

。 一是所购书的质量，主要考虑书中错误的多少，是否正版

书籍。据报载，现在的司考用书市场不太规范，书商雇几个

大学生，用几本参考书就能出新书，谈何专家亲编指导。 二

是参考书涉及的内容，如《合同法》实施后，有的参考书《

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内容照抄不误。法律已出台

，条例的内容仍出现在练习题中等等，这些情况不加分析是

不行的。 三要甄别习题答案，如相同的题出现两种以上的答

案比较常见，如我之流考生年年都能碰到，最具说服力的是

：我订阅的一份报刊载了 2002 年司考题及答案，同样是我邮

购的一本 2002 年司考题及答案，某部分题段答案相异率竟高

达 30% ，至于两份答案涉及 4 张试卷，不同答案贯穿始终，

以上答案的不同绝非仅校对、印刷错误使然。 建议司考同仁

，增强鉴别能力，搞好综合复习，考出最好成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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