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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考试一定要做模拟题吗 司考为何是天下第一考？ 主

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搜狐嘉宾聊天室。今天

搜狐教育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点睛政法网络学堂主编刘卫老生

，刘老师，您好！ 刘卫：你好！ 主持人：刘卫是我们清华大

学远程教育本科教授课程的老师，也是香港大学司法考试辅

导的教授，您对司法考试肯定有独特的见解，很多人还不了

解为什么司法考试被称为“天下第一考”，您能给我们解释

一下吗？ 刘卫：首先非常感谢搜狐教育给我这样一次机会，

司法考试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既让人高兴，又让人感到非

常刺激，同时又是很残酷的一个话题。 司法考试之所以称为

“天下第一难考”，用的理解恐怕有这么几个因素： 第一，

我认为之所以这么难考，关键在于通过率相当低。我们大家

知道，司法考试每年通过率一般在10％左右。 第二，司法考

试之所以难，从服务的角度来讲科目相当多，整个考试科目

按照大纲的要求总共是14科。 第三，题量相当大。总共四个

卷，前三卷一个卷是100题，每一题总共有四个小案例，就是



有四个选项。卷四按照最近两年考试的试卷构成一般有10

到15道题，都是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简单题。这样算起来

司法考试的试卷在它的结构上面和其他的一般考试差异就非

常大了。 我们也知道在前三卷的考试时间是180分钟，100道

题平均每道题的解题时间是108秒，在108秒里边要解出4个小

案例，对一般的人来讲这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这是从命题

、试卷结构和考生考试的强度这么一些角度来分析和认识司

法考试的难度。 第四，和我们以往的学院教育存在着差异。

我们大家都知道，学院的考试比如本科段主要是教基础理论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我们所谓的三基教育，这是本科阶

段。研究生阶段所教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些专科、专业深入

的研究。比如说民商法学专业、国际法学专业、刑事诉讼法

学专业，这都是集中在某一科目里面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博

士阶段就暂且不论了。 无论是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和司

法考试的这种要求都是相去甚远的，我们也都知道司法考试

是一个资格考试，资格考试按照大纲的要求主要是考我们的

职业能力，就是对法学理论的掌握程度，更重要的是对法学

理论运用的程度。所有的司法考试都是案例，也没有解释，

哪怕是最终的论述题都是针对案例谈问题的。之所以谈案例

按照我的理解，也就是考察我们学生应用法律解决纠纷的能

力。 所以从这些角度综合起来看，很多学校里面本科生毕业

的、研究生毕业的，甚至我们教法学的一些教员都感觉到难

度非常大。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以上所说的这么几个因素

。 司法考试和法学本科学习有何联系？ 主持人：司法考试

从2002年开考以来，就结束了律师考试这样一个时代，因为

我本身也是学法律的，我们学院相应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取消了法学本科的专业划分，就采用大法学这样一个专业，

我不知道司法考试是不是对我们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很大呢

？有什么联系？ 刘卫：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考生思考

的问题，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学本科教育，我刚才也谈到这个

问题，主要是侧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的一些

教育。 其中更为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司法考试的一个思考

资格，首先你想参加司法考试必须本科毕业，也就是说没有

经过本科毕业的话就没有资格考试。这点要求我觉得是比较

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的，我们也知道在国外如果要参加法学

本科段的或者说要进法学院，首先要是一个其他学科的毕业

生，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毕业以后才有资格去学法学。 我们国

家目前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恢复法学教育、恢复公检法司以

来，其实还是一个起步阶段，那样要求可能不利于我们法学

人员的培养，所以我们最后司法考试参考其实报考资格有本

科就行，也并没有要求必须是本科的法学专业。这是说的第

一个，必须是本科才有可能参加司法考试，这就要求我们首

先在本科阶段要过关，要把本科的一些知识学牢。 司法考试

要想过关更为主要的是要把本科学的这些东西来一个转换和

跳跃，从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跳跃到怎么利用它

问题案例、解决纠纷，这就是一个应用能力的转变。恐怕从

这方面来讲也正是一些司法考试辅导班等等一些本科毕业以

后又需要继续学习的这么一个潜在的市场。 本科学习是司法

考试的基础，司法考试是本科教学的一个跳跃，这就是我对

这两者关系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司法考试和其他法律类考试

有何区别？ 主持人：我们知道现在除了司法考试还有一些跟

法律职业相关的一些考试，例如法律顾问这些，司法考试和



其他法律类考试又有什么区别呢？ 刘卫：法律考试刚刚谈到

法律顾问的考试，法律顾问的考试也是一种资格考试，跟司

法考试比起来应当说有这么几个差异： 第一，考的科目比较

少，不像司法考试14科全考，它是考其中的几科，另外还要

考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在我印象当中可能它考的科目

不会超过五六科。 另外，它考试的结果和我们的法律职业资

格也有一些差异，这是跟法律顾问考试的一些差异。 另外，

法学考研。法学考研实际上也是一个难度非常非常大的考试

，但是法学考研跟我们的司法考试当中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更多的是强调理论知识，你对法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在

于你应用能力或者说实物技巧，这方面强调的不是太重。所

以我们看出考研的命题思路和试卷的结构、应试的方法和应

试的思维，和司法考试完全是两个概念。恐怕最主要的区别

在这几点。 通过司法考试后职业前景如何？ 主持人：现在网

上有一位网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网友：通过司法考试以后

是不是一定就能成为检查观、律师、法官这样的？ 刘卫：这

个问题恐怕也是很多考生关注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

国家法律上已经规定的很明确了，你要做法官、做检查观或

者从事公正员这么一些法律职业，必须要通过司法考试，但

是并不等于我们拿到了司法考试的证书就一定能够做法官和

检查员，法官法和检查官法都有明文规定，首先过第一关，

过了第一关还要按照法官法的要求和检查员法的要求做一些

相应的录用考核或者是录用考察，只有通过了那些考试以后

才能够成为正式的法官和检查官，所以说通过了司法考试并

不等于一定能做法官或者检查员，只是前期基础的资格。 参

加司考应用何种心态？ 主持人：今天我们访谈的主题是“快



乐司考”，我不知道刘老师认为准备司法考试应该具备一种

什么样的心态呢？ 刘卫：非常抱歉，因为我们的工作做的不

是太仔细，写了一个教授的名称，其实这是有点差异的，我

还不是教授，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 现在学术打假，我觉得

任何一个学术的问题或者跟学术有关的问题都应该是严谨的

。司法考试虽然相对于学术来讲稍微远一点，或者说更侧重

于实物的考试，但是毕竟是一门学问。司法考试是一个考试

的学问，我称为考试学。从复习方法到应试方法，其中都有

很多内在的规律，这里边既牵扯到法学方面的一些知识，还

牵扯到一些心理学上的问题、一些理论，同时还蕴含着人生

的一些哲理，包括我们每个人一辈子应当怎么样获取知识，

应当怎么样去提高自己。 另外，在考试过程当中还有一些考

试方法当中、应试当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司

法考试，所有考试，但凡考试，这些规律、这些原理恐怕都

必须遵循。 我举个很小很小的例子，比如涂卡，我们司法考

试前三卷都是机读卡，高考里面都有机读卡，很多考试里边

为了减轻考试阅卷的工作量，都采用机读卡的方式，机读卡

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其实也有学问，到底是从头到尾小方一

块一次性完成更科学，还是边做边涂更科学呢。我们也曾经

做过一些实验，我们找一些学生给他记时，记时下来以后确

实差异是很大的，掌握了方法的人可以在4秒中完成一个小放

快的涂写，如果一个考生从来没有涂过这种卡片的话要达到8

秒钟，一道题8秒钟，我们估算下来整个考试里面就有半个小

时到四十分钟都用在涂卡。假如经过训练以后可以节约15分

钟的时间，就是将近一半的时间可以用来答题。所以我在有

些场合给他们做讲座的时候就调侃，我说刘老师今天教你们



一个方法，可以让你们延长15分钟考试的时间，你们相信不

相信？很多考试在没有听到答案的时候都觉得天方夜谭，怎

么可能呢，司法考试对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公平的。当我把一

些测试的数据、实验的结果给他们说明的时候，另外我也跟

他讲怎么样训练、怎么样削铅笔，圆的、方的、尖的、扁的

方法不一样的。另外怎么涂，通过教他们一两分钟之内就学

会了，最后他们也心服口服，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确实可以

提高一倍的速度。类似于这样的小技巧，在应试当中其实起

到了决定性成败的作用。 比如说很多考生最后没有时间了，

铃声响了，他就差5分钟，我们知道司法考试实际上就是一个

竞争、一个冲刺，最后终端的那个底线我先0.001秒通过胜利

就是我的，否则胜利就是不属于我的。在涂卡的15分钟里面

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有利条件、有利因素，所以你成功的机率

就大一些，这是一个小技巧。 说到卡我还见到这样一些考生

，考试结束以后机读卡上忘记写自己的名字，名字没有写或

者说考号没有填，或者在考号那边没有把小方块涂黑，考的

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把它叫做低级错误，作考试过程当

中的低级错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人训练或者没有人谈这些

东西，往往就束缚掉了，所以这些就有一个考试学、考试技

巧、考试方法，恐怕这里面会有很多技巧，这些东西在大学

里面、研究生里面没有人教这些技巧，你只能找这样的书看

一看和听听有关这方面的老师讲讲。 说到考试的心态我刚才

讲到，司法考试其实是体力和脑力的一个双重的考验，所谓

脑力的考验就是说你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有扎实的理论知

识，或者说对司法考试的这些理论知识掌握的非常透，同时

要有很强的应用法律解题的能力。 另外，在体力上，三个小



时不抬头，这么下来也不是一般人，尤其是九月份天气炎热

，如果说你的心态调整不好，在考场上也是很难应对的。 说

到这个心态还有一个问题，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心态也是起决

定性的作用的。大家知道我曾经策划了两本书，一个是《快

乐司考?明师点睛思考方法》、《高分考生解读司考方法》，

我认为里面可能有几个基本的理念大家要掌握的。 第一，你

到底是为什么而司考？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可能我们每个人

的目的都不一样，我是为了做律师或者我为了做法官，我是

为了职业所以我去参加司法考试，这恐怕是99％以上的人的

心态。反过头来我们讲，任何一场竞赛的冠军只有一个，冠

军是少数，相对于冠军来讲失败的是多数，也就是说90％

、88％，这么一大批的人他们肯定是通不过，而且这个是定

数，你不可能突破这个定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什么

样的心态。 所以我给书的前沿起了一个题目，叫做“为学习

而思考”。我的理念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去争取胜利、要

去拿冠军，但是我们为了冠军而拿冠军，这种心态可能过于

浮躁、太功利了，太功利了可能对我们的心态是有影响的。 

也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司法考试实际上是个没有输者的一

场竞争，没有输家，就是大家都是赢家。为什么这么改呢？

不管你考取还是没有考取，你都学到了知识，你都得到了锻

炼，这个锻炼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看

过一些考生虽然通过了司法考试，但是一旦到了实物当中他

做不了案子。我研究生毕业，又通过了司法考试，可是一旦

要拿一个案子给他做，他还是无从下手。仅仅是功利性的心

态去参加司法考试的话，无论是对考试还是对自己将来的职

业生涯都是有害的。首先我们要调整这种心态，首先要有必



胜的信心，又要有认认真真做学问应对考试的心态，这样我

们才能出于内心要学习的心态来复习。并不是说要考试了我

赶快复习，这样一种功利的心态容易导致浮躁，一浮躁记忆

力人的大脑恐怕人在紧张的时候、浮躁的时候和冷静的时候

、心态非常平静的时候，这个时候运转速度发挥的潜能是有

差异的。比如如果是很平常的一个情况下，叫你记十个概念

，用两三分钟就能记下来，但是在一种非常紧张、非常浮躁

的心态下恐怕只能记忆出两到三个概念。 在考试当中也是这

样，如果你很紧张、很浮躁，紧张的过度很多题本来会做也

做不出来，这种例子太多了。很多考生一出来就跟我讲，刘

老师，这道题我熟得不行，但是就想不起来，在脑海边上老

转，就是想不出答案。一交卷一离开考场我就知道我自己做

错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心态的原因。所以说首先我们

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如何提高司考的记忆效率？ 主持人：网

友说在复习过程中我觉得记得还可以，但是没法保证以后还

记得起来，尤其是考场上一紧张可能就会忘记，针对这种情

况刘老师给我们支个招吧？ 刘卫：网友应该学习一些心理学

方面的知识，可以看一些心理学方面论文的书记，简单的看

一看就行。 我们知道记忆是有一些规律和原则的，其实有一

个最主要的规律是什么呢？会遗忘，任何一个人都会遗忘，

而且遗忘是有规律的，在德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艾宾浩斯，

他发明了一个遗忘的曲线。大致的原理是这样的，当一个人

记忆的时候，看完了一篇文章，当时我的记住的率是100％

，20分钟以后就会遗忘40％多，剩下的就只有50％多，2个小

时以后大概他的记住率就只剩下40％多，遗忘率是在60％多

，8个小时或者一天两点以后，遗忘率大概只有30％多，到一



个月以后他的以往率可以达到70％到80％，就是说记住的只

有20％到30％。 这里面反映出这么几个规律，第一个规律，

在20分钟、2个小时、一天，或者是24个小时之内，这段时间

遗忘的速度是最快的，遗忘量是最大的，到了一个月以后他

基本上就不再遗忘了，就剩下这20％、30％一点印象在脑海

里面。 这样一个规律我们了解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复习了，比

如当我们学完一个学科以后或者听完一堂课以后我们及时的

复习，半个小时复习一次，或者第二天把第一天的知识复习

一次，第三天把前两天的又复习一次，这里面可以根据遗忘

的规律针对性的温故而知新，这主要是加强记忆，当我们复

习的时候这个记忆力又会提高，又会到100％、90％多。所以

要克服遗忘没有别的窍门，就是一条，复习。 这个复习到底

复习到什么程度比较好呢？是不是永远这么复习，其实也不

是，这里面也有规律。复习的时候反复率在6到7遍，这是一

个科学得数据，专家研究出来的数据。一个知识、一个概念

当你重复7遍以后一般就不大容易忘记了，在脑海里面留下比

较深的印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