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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六年来，寄托天下和每一位 GTer 一样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希望为中国的有志青年提

供一个中立、开放的出国留学交流平台。我们提倡 DIY，把备考和申请过程当成一次自

我挑战和升华，更鼓励每一位孤独前行的 GTer 相互携手，温暖互助。在无数 GTers 的

共同努力下，寄托论坛沉淀了丰富的留学考试申请的资源与信息。 

作为一个有情怀的留学生活交流平台，寄托一直希望能够做些什么来回馈给支持我们的

众多小伙伴们，因此留学史上第一套电子书———寄托电子书诞生啦！寄托整合了论坛

上的优质资源，在小编与众多寄托版友的共同努力下，推出了寄托电子书系列。该系列

囊括不同国家留学申请的各个阶段，包括考试，申请，选校，签证，租房等等。希望能

够帮助众多 GTers 以及其他留学小伙伴们在留学道路上少走弯路提高效率。 

今日为大家推送我们的第七份考试攻略——四个月通过 NY Bar 和司法考试复习经验分

享。 

【第一版：01/12/2017 】 

本攻略的内容来自寄托版友 陌晗默_. 转载请联系作者授权。 

预祝各位童鞋在今后的留学生活中一切顺利，多姿多彩哈！ 

By 寄托天下 

http://www.g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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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迹寄托许久，收获很大，为了回馈论坛，发一篇本人备考 NY Bar 和司法考试的经验

分享。如果问题欢迎私信我交流。另外，如果未经本人许可，请勿转载于其他媒体。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法学院毕业生选择去美国读 LLM，并打算毕业后参加纽约州律师

考试（NY Bar），这其中有不少人还未通过司考，笔者就曾是其中一员。 

在经历了四个多月的备考和两个多月的等待后，目前本人 NY Bar 和司考已经全部通过。 

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主要是为还没通过司考并纠结是否参加 NY Bar 的在读或准备赴

美读 LLM 的同学剖析一下利弊，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同时备考 NY Bar 和司考的经验

与教训，希望能对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同学起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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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司考同 NY Bar 必要性分析 

司考和 NY Bar 作为两种职业资格考试，本身都有着很大的难度，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

金钱的成本。那么在二选一的情况下，哪个更为重要呢？个人认为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来分析。 

 

首先来分析司考。司考一直被誉为“天下第一考”，一直以其较低的通过率（平均 10%）

著称，难度十分大。要想成为中国律师，就必须要通过司考。由于最近一直传出要改革

取消非法本参加考试的资格，因此导致 16 年报名人数暴增。根据之前有关文件未来司

考可能会改成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难度预计会更大，因此，17 年也被认为是非法

本参加司考的最后一年，被称为“末代司考”，可以预见报名人数会再创新高。而且近

年来司考考察的趋势越来越综合，难度逐渐增大。参加过 16 年考试的考生就会明显感

觉到题非常的偏，因此越早考过司考就越早稳妥。 

 

NY Bar 是美国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由于允许外国 LLM 学生参加考试，因此吸引

了很多中国学生报名参加。获得 NY Bar 的好处一是可以获得一个普通法国家的律师资

格，对未来求职和升职都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在备考期间，通过系统地学习美国法学院

的基础课程，为自己培养普通法的思维基础，对于日后从事涉外业务大有助益。因为目

前国际商事领域所用的法律规则大部分都属于普通法规则，只有对其了解掌握才能更好

地开展涉外业务。从通过率来看，16 年 7 月 NY Bar 的首次参考者的通过率是 82%，

比司考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但是要注意的是，这是包括美国本土考生在内的整体通过

率，而首次参加的考试的外国学生通过率则为 45%，中国学生的通过率没有单独的统

计，估计应该是 30%左右，不过这也比司考要高了很多。 

 

那么对于许多还未通过司考的同学来说，则面临着先参加 7 月的 NY Bar 然后再参加下

一年的司考，还是先毕业回国准备当年的司考然后再找时间飞回美国考 Bar 的选择。笔

者遇到了许多师弟师妹咨询这个问题，而且笔者当年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同样咨询

了很多人。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如下： 

 

首先要明确你的就业选择。你是希望毕业后回国工作还是留美工作？是想回国去内资律

所工作还是外资律所工作？这都是自己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如果希望毕业回国去内资所

工作，那么司考更加重要，它决定着你能否被律所录用甚至通过简历关。现在大部分内

资所招人的首要标准就是通过司考，甚至连招实习生通过司考也是一项必要条件。如果

希望回国在外资所工作，一个 NY Bar 可能会对在美国所工作有所帮助（主要体现在升

职方面），但据我个人观察，大部分在华的外资所每年招人的数量都是极为有限的，通

http://www.g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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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大部分入职的人都是从实习生中选拔，刚刚毕业回国的

LLM 面临着身份的尴尬。由于已经是毕业生，法律上讲不能再做实习生，所以很多外所

不会冒险招 LLM 毕业生做实习。而且大部分外资所招实习生的时候也要求通过司法考

试，因此对于想回国工作的 LLM 毕业生来说，司考更为重要。 

 

而如果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那么 NY Bar 就相对更重要。但要知道，现在 LLM 毕

业留美的机会是越来越小，即使留下也要面临签证的问题，最后还是要回国发展。但至

少短期来看，拥有 NY Bar 对留美工作更为重要。 

 

其实不管上述哪种选择，想要同时拥有纽约和中国的律师资格最快都要两年的时间，成

本都不算小。所以经过仔细认真的考虑，我决定大胆冒险，尝试同时参加两个考试，即

先参加 7 月底的 NY Bar 考试，然后回国参加 9 月底的司考。这个决定在周围很多人眼

里看来都是疯狂的，甚至还招来了很多嘲讽。但是我个人的考虑是这样的，首先 NY Bar

需要英语功底，经历过 LLM 学习后英语肯定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在美国备考期

间可以一直保持英文语境的状态。而如果之后回国复习的话，没有了纯英文语境，日常

中英语使用频率必然会减少，状态肯定不如毕业后直接在美国复习好。而结束了 NY Bar

之后还有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复习司考。通常来讲，三个月的时间复习司考是相对充足

的，也就是说复习时间要压缩一半，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因为我之前已经参加过一次

司考，所以还是有一定基础，也许努力一下会有奇迹发生。抱着这个心理，我开始了长

达四个月的备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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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NY Bar 备考经验谈 

准备一项考试之前，首先要了解它的套路。在我决定参加 NY Bar 考试之后，我就会时

常浏览很多网上关于 NY Bar 的备考经验分享。这样一来可以对整个考试的内容和重点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二来也可以通过广泛搜集信息和相关资料提前做好备考的准备。 

 

NY Bar 的考试在 2016 年 7 月进行了改革，采纳了 UBE（Uniform Bar Examination）,

分为三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是 MPT(Multistate Performance Test)，它是法律实务

考试，要求完成相应的法律文书写作,占分数比重 20%。第二个模块是 MEE（Multistate 

Essay Examination），考察六道论文，形式类似于法学院的期末考试。内容包括美国

法学院的所有如下核心课程： 

 

Torts; 

Contract s& Sale (UCC Article 2); 

Property; 

Constitutional Law; 

Federal Civil Procedure; 

Evidence; 

Criminal Law & Procedure; 

Corporations; 

Agency & Partnership; 

Wills/Estates; 

Trusts; 

Family Law; 

Secured Transactions (UCC Article 9) 

Conflicts of laws 

 

六道 Essay 每一道都会单独考察一个科目，也就是上述每一个科目都会单独被考察到，

具体的复习方法后文会说。MEE 分数占比 30%。 

 

第三模块也是通过 NY Bar 的重中之重，即 MBE（Multistate Bar Exam）。考察内容

就是上面红色标注的科目，形式是 200 道选择题。也就是说这 7 门会同时在 MEE 和

MBE 中考察，因此需要重点掌握。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选择题是相对更容易的，可以

发挥中国人擅长考试的优势。MBE 分数占比 50%，因此也有一种说法是“得 MBE 者

得天下”，虽然略有夸张但是也不无道理，复习时肯定需要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 MBE

http://www.g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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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中。 

 

NY Bar 的考试分为两天，第一天上午三个小时考察两道 MPT，下午三个小时考 MEE。

第二天考 MBE，上下午各需在三小时内完成 100 道题。 

 

关于报班，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常见的几大辅导机构有 Barbri，LLM 

Bar Review，Kaplan，费用都差不多为 2500 刀。淘宝花 1000 块也可以买到内容一

样的复习材料，还可以几个人一起分摊降低成本。我个人选择的是 Barbri, 主要是考虑

到淘宝买的材料还需要打印，也需要一定成本，而且要自己整理也不是很方便。报了班

会有全套的纸质材料，不用再自己去整理，而且每天跟着安排的学习计划复习比较省事，

辅导机构拥有几十年辅导经验，还是比较值得信赖的。另外最主要的是，这笔不菲的报

班费可以时刻督促自己认真学习，每当自己懈怠的时候都会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不努

力复习考不过钱就打了水漂，这笔钱拿去做什么不好呢。每每这样想，就会又打起精神

来继续复习。 

 

我是在毕业典礼结束后，五月中旬左右开始复习。主要的材料就是 Barbri 全套资料，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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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的复习基本上就是每天上午听课大概三小时，然后剩下的时间看 Outline，弄懂

不会的问题，然后复习完一科后再做题。上课的时候用的是那本 Lecture Handouts,

里面是填空的形式，跟着老师讲课的同时把笔记填好。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时刻保持上课

注意力，一旦有听不懂的地方就随时倒回去反复听。虽然每节课大概三小时，但是全部

听完几乎要到四小时。后来我嫌时间太慢，就开了 1.5 倍速，最高开到两倍速，刚开始

完全跟不上，不过逐渐强行听下来也能听懂一大半。再有不明白的地方课后再去翻看

Outline。这里不推荐看那本很厚的 Outline for Multistate，因为内容实在太多，看起

来会很绝望，有一种看三大本的感觉。我看的是精缩版的 Conviser Mini Review for 

MEE-MBE, 包括了 MEE 和 MBE，基本上看这本就足够了，有实在弄不懂的地方再去

看厚的 Outline。 

 

对于 MBE 的七科内容，如果从难度上来排序的话，个人认为最难的是 Property 和

Evidence，其次是 Constitutional Law 和 Federal Civil Procedure，剩下的三科难度

大致差不多。如果在 LLM 期间学过 Property 和 Evidence，复习起来会相对轻松，如

果没有学过，这两门课就要投入相对较多的时间。 

 

复习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大量陌生的普通法的概念，这是很正常的事，毕竟一年的学习

是难以完全掌握普通法的精髓。我的做法是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就去看 LLM Bar Review

的中文版 Outline, 先把概念弄懂，然后再通过反复做题复习逐渐掌握理解。此方法仅

应用于对英文难以理解之处，没有把中文的 Outline 从头看一遍，那样太浪费时间。当

然如果在读 LLM 期间有空闲时间看一遍也无妨。 

 

这里安利一下 Critical Pass Flashcards，这是一套盒装卡片，上面包含了 MBE 七个科

目的所有知识点，每张卡片上有一个知识点。比较适合空闲的时候背诵。每当我听课累

了或者做题累了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会儿卡片，就当做休息了。每天回家有时我还会在

睡前看了一个科目的内容。还有一点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卡片的制作很有美感，每个科目

都有不同的颜色，看起来赏心悦目。总体上来说是帮助记忆的好工具。 

 

这样算下来，我平均两三天看完一科，到六月初的时候基本上把 MBE 的内容看了一遍。

期间做题不是很多，大概每个科目就做了 50 道题左右，正确率自然很低。随后我开始

了 MBE 第二轮，这时我不再听课，而是直接看笔记和 Outline, 然后再做题。期间也穿

插着复习了 MEE 的内容，但是由于自己太懒，并没有实际做练习题，仅仅是看一遍题

目然后再仔细分析答案。这样整个六月都是以复习 MBE 和做题为主，到七月底的时候

MBE 大概看了两遍，做了大约 1000 道题左右。当时做了一次模拟测试，200 道题的

正确率大概在 50%左右。 

 

http://www.g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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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到了七月初的时候我基本上 MEE 和 MPT 都是没怎么看的，这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

慌了。当时我偶然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分享备考经验时推荐了 Smart Bar Prep 这本书, 我

向同学要了资料，翻看后犹如发现了救命稻草。这本书将 MEE 的所有考点及内容列了

出来，并标注了每个考点在过往考试出现的频率，还有关于历次考试各科目的出题频率。

这样可以让复习有了侧重，示例如下图。 

  

随后我的 MEE 复习侧重点就是围绕这本书进行。我首先将各科所有的高频考点看了一

遍，有些重点的还会去背一下，然后再看历年 MEE 真题。我的方法是先看一遍题目然

后将每个问题中出现的 issue 找出来，接着再联系法律规定简单写一下提纲。然后在跟

答案对一下，看看遗漏了哪些 issue，回去再找书复习。前文说过 Essay 的答题方法基

本同法学院的考试一样，都是反复运用 IRAC，由于已经经历了法学院大大小小的考试，

自认为对答题的套路很熟悉，于是几乎没怎么完整地写过一个 Essay。现在回想起来，

这也是我复习的一大失误，差点导致我败在 Essay 上面。所以我的忠告是： 

一定要练 Essay！ 

一定要练 Essay！ 

一定要练 Essay！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有的时候你看着题是一回事，写下来就又是一回事。考试的时间很

短，来不及花太多时间想。所以要训练快速的反应能力，这就需要写作练习。特别是

Essay 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弱项，而 MPT+MEE 占比也达到了 50%，因此不能对此忽视，

否则可能会吃大亏。 

 

这样在 7 月初到 7 月 20 号也就是大概考试前一周，我的复习节奏是上午做题，对答案，

http://www.g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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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解析；下午针对不理解的知识点看书复习；晚上看 Essay，背 Smart Bar Prep 这本

书上的高频考点。这段时期我加大了做题量，中间每隔几天都会做一次小测试，题量逐

渐从 50 道增加到 100 道，令人沮丧的是，前几次正确率始终徘徊在 50%左右，最高也

就是 55%。而看了很多经验贴上面都说 70%左右的正确率才会保证通过。自己也曾有

一段时间比较焦虑，但还是咬牙挺了过来。我针对易错的知识点反复巩固复习，仔细阅

读答案解析，找出出错的原因。渐渐地，做题的正确率逐渐升高，开始稳定在 60%左

右，有时甚至会接近 70%。由此可见，MBE 就是一个靠做题提升的过程，当做题的量

到达一定程度时，就会由量变引起质变。后期我做完了 Barbri 整本的练习题，大概有

1400 多道，又做了 400 道历年真题以及 Barbri 额外提供的 200 道练习题，总共做了

差不多 2000 道题，这也是以往过 Bar 经验贴中的平均做题量。个人认为如果能做 2500

道题左右，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 

 

这里做题量是一个方面，做题速度也同样不可忽视。考试时三小时要做 100 道题，平

均下来 1.8 分钟做一道题，遇到题目短的还好，如果遇到长的光理解就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还要快速做判断，挑战性还是很大的。我在初期做题没有太注重速度，看的比较慢。

后期开始计时做题，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慌张，一套题做下来精神高度紧张，十分劳累。

后期逐渐慢慢适应，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在规定时间内做完题，而且感觉英文阅读速度也

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样一边做题、看笔记，一边背 Essay 的考点，到考试前一周，我差不多把 Smart Bar 

Prep 这本书的高频考点看了四遍，低频的看了两遍，书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记号笔迹。

笔记方面，我关注的一个公众号管理者分享了他通过 NY Bar 的笔记。这位大神毕业于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Law School，是全美排名第七的法学院。美国新当选总统川

普就是毕业于著名的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的沃顿商学院。这位大神以高分通过了

Bar，并且已经在美国做了律师，他在公众号上分享了他复习时的笔记。我觉得这份笔

记写的非常好，篇幅短少，重点突出，大概两小时就能看完一科。我后期复习的笔记基

本就是看的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差不多在考试前一周，我开始看 MPT。在刚看 MPT 时，一直存在着恐惧感。因为整个

一道题光材料就要有十几页，至少要花 30 分钟来看材料，然后只有一个小时来答题。

而且 MPT 的题型也多种多样，涵盖了几乎实务中所有的文书样式。比如比如客户就某

个问题提出了咨询，合伙人要求你就此起草一份备忘录，或者某组织对某个立法提出异

议，需要你写一份说明等等。总之都是非常实务的问题，对于大部分没有工作经历的学

生来说难度略大。但是我在看了几篇标准答案后逐渐摸清了套路。首先拿到题目，一定

要理解你的任务，也就是你的文件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从给定的材料中，称为 Library，

寻找支撑你论据的内容，把它用到你的论述中。常见的材料有法条、判例等，当然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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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这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将 IRAC，规划好层次，注意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问题，尽

量使论述严谨，最后内容尽可能越多越好，这样才尽可能多地碰到采分点。 

 

就这样大概看了四道 MPT 原题，考试前四天每天做 100 道题保持状态，我走上了考场。

第一天上午 MPT，感觉还可以，除了因为平时练习少，导致最后时间太匆忙差点没写

完之外，基本上发挥正常。但是下午的 MEE 让我很绝望，第一是时间不够，六道题平

均每道题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第一道题就做了快 50 分钟，导致后面做题的时间被挤占。

第二是很多问题我不知道答案，只能凭借感觉去写。六道题中大约有三道是我会的，有

两道是我大概会能答上一部分的，有一道几乎完全不会，纯粹是跟着感觉走。考完 Essay

我的心里凉了一截，感觉这次是考不过了。旁边的小哥交卷后跟我抱怨道 “I hate 

secured transaction”，我也只能报以苦笑，心想你不过一道题没做好，我有一半的

题都没做好，这次考试算是跪了。 

 

即便如此，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些，回宾馆继续坚持复习第二天的 MBE。第二天的

考试完全是靠着毅力在坚持，约有一半的题我都不能确定答案，只能凭着感觉去做，就

这样涂完最后一道题的时候，交卷时间也到了。整体考试的感觉其实非常不好，我当时

认为通过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过的话就是败在 Essay 练习太少。 

 

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必须继续走下去，后面还有更艰难的挑战等着我，那就是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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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司考复习经验 

我大约是在 8 月 1 日开始司考的复习，此时距离 9 月 24 日的考试还有 54 天，这中间

去掉在美国处理回国事宜，和回国后找地方安顿，实际的复习时间应该不到 50 天。在

较短的时间里通过司考，必须要有所侧重，下面来介绍一下我的复习经验。 

 

我认为司考复习必须要选对老师，好的老师可以激发你学习的兴趣，帮你少走弯路。现

在的各大司考培训机构竞争激烈，每个机构都有各自的签约老师和配套图书，对于如何

选择很多人都有困惑。对我个人而言并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我认为要选择老师而不要

选择机构。认准一个老师并使用他编写的教材即可，音频和视频网上都可以获得。我复

习时选择的各科老师和推荐理由如下： 

 

民法：方志平、钟秀勇。 

 

方志平之前是司考出题人，16 年出山讲课。我看重的就是他出题人的身份，虽然讲课

后不可能再参与命题，但是他有着多年的命题经验，了解和掌握司考民法试题的命题套

路，而司考命题必须具有稳定性，不可能因为个别命题人变动而改变很大。因此，听方

志平的课可以直接从命题人的角度感受司考真题的思路。他在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拿自己

出的题举例，还会夸自己题出的好。方志平讲课提纲挈领，善于传授民法思维方式和方

法论，对于民法思维的养成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有一定的基础，听他的课会提高很快。

唯一的不足是，他的教材内容太多，他出的《民法宝典》和《民法真题》都各自有两大

本。我本来打算一周看完民法，结果看了十天才勉强看完，并刷了一遍真题。 

 

钟秀勇是我在第二轮复习时跟的老师，我看的是他出的《民法考前必背 119》。内容是

按考点设计，并且每个考点都有举例阐释，读过后易于理解。最后考前一晚我还在听钟

秀勇的考前两小时，感觉收获还是非常大。 

 

整个民法由于时间有限，我只看了两遍书，做了不到两遍的真题。毕竟民法还是要靠平

常的积累，短时间内不太容易考突击提分。我对于民法的目标仅仅是及格即可，但令我

吃惊的是，后来对答案，做的最好的竟然是民法，靠着它才没有让卷三太拉分，只能感

慨命运的神奇。 

 

刑法：柏浪涛、刘凤科 

 

复习刑法强烈推荐柏浪涛的《刑法攻略》，这本书写的非常好，易理解同时又有深度。

http://www.g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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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刑法理论方面，柏浪涛的《刑法攻略》可以深入浅出地帮助理解，我也是用了大

概差不多十天的时间看完了《刑法攻略》并做了一遍真题。第二轮时我又看了他的《刑

法高分突破》，是紧缩版的《刑法攻略》，可以说里面都是干货。我考卷二考试之前的中

午都一直在看。 

 

刘凤科也一直是刑法名师，头顶出题人张明楷弟子的光环。他的讲课也是很不错，但是

我由于不太适应他的口音，并没有听他的课。只是听了他的考前两小时，不过感觉还是

不错，里面的干货很多。 

 

同民法一样，刑法也是只看了一遍书，不到两遍的真题。事实上刑法一直是我的弱点，

因为从来没有过做刑事律师的打算，因此这一块我也只求达到及格即可。 

 

民诉：戴鹏 

 

民诉强烈推荐戴鹏。讲课很有体系和逻辑，并且可以用让人很容易理解的语言讲出来。

特别是很善于总结规律和技巧，记得最让人头疼的再审和三撤的问题，他总结出了“掐

头去尾”的方法，让我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这个一直困扰我的难题。民诉也是主要拿分

的科目，有很多需要记忆的内容，记住就能做对题。特别是关于各个程序之间的衔接和

转化，如果能完全理解，就掌握了民诉法学习的重点。 

 

我在民诉上的投入时间较多，看了一遍戴鹏的书，又跟着录音学了一遍《小绿本》，做

了三遍真题。民诉是卷三拿分的重点，多投入一些时间回报会很大。 

 

刑诉：左宁、向高甲 

 

这两个老师我都很喜欢。左宁讲课偏重理论，听完他的课可以理解刑诉制度设计背后的

价值，这样比死记硬背效果更好。向高甲讲课侧重技巧，他总结的口诀是刑诉记忆的神

器，而且他经常会传播一点心灵鸡汤，给人一种正能量。这两个人的课结合起来学，刑

诉基本就问题不大，而且两个人的声音都很好听，听课不会累。剩下的就是刷题，尽可

能地多刷题。 

 

我的刑诉投入时间跟民诉差不多，先是看了一遍左宁的书，也是跟着录音学了一遍《小

绿皮》，自己后来又看了一遍。后期背了一下向高甲总结的口诀，看了一遍他出的精简

版讲义。近七年的真题刷了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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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舒扬、徐金桂 

 

行政法可以说的不多，因为这是我的弱项。之前很多人推荐徐金桂，我一开始看了他的

《土豪金》，结果看了三页我就看不下去了，写得很差。据说是今年离开厚大缘故，总

之他在厚大出的书质量很不好。后来我又从网上找了舒扬的课件，跟着学了一遍，然后

真题做了一遍。由于后期实在没有时间，我只把复习重点放在了行政诉讼法上。特别是

新《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刚刚出台，这一部分是考试的重点。在考前我还看了徐金

桂的考前两小时，感觉比他的书好多了，看来真的不是水平问题，希望他今年在瑞达能

好好写教材，这样还是值得推荐的。 

 

理论法：白斌 

 

理论法强烈推荐白斌。白斌讲课特别搞笑，也很擅长总结口诀，他的口头禅就是为师怎

么怎么样。我是在 9 月份才开始看的理论法，时间其实已经很紧了。我直接跟着录音学

了一遍《小绿皮》，然后有自己看了两遍。理论法的复习要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的学习，这是 15 年新增加的内容，主要是依据《中总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中央文件出题。最好能把这个文件全文通读几遍，然后再做近

两年的真题，要特别重视起来，因为这部分内容在卷一中分数占的很高，而且卷四中也

会考察。至于法理学，靠的是理解，掌握了相关原理问题不大。而宪法、立法法就是靠

记忆，特别是关于政治组织、选举制度那部分，很容易记混，需要多记忆。而法制史如

果没有时间就可以放弃了，现在法制史基本就是 5 分左右，而且都是单选，复习的性价

比不高。本来司考就是一门放弃的艺术，在有限的时间内多掌握得分点才是王道。 

 

商经法：郄（qie 四声）鵬恩、鄢梦宣 

 

如果不注音，相信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把 qie 读成 xi，连白斌都在课上调侃叫她 xixi。

郄鹏恩的课讲得很好，既有理论而且还容易理解。商经我跟着郄鹏恩学了一遍，然后又

看了鄢梦宣的《商经考前必背 119》，她的书内容总结得很好，我把全书看了两遍，真

题大概做了三遍。商经也是后期复习的重点，就是俗称的“背多分”，而且从实用性的

角度来讲，日后从事法律行业，解除最多的可能就是商经法这一部分，因此为了以后更

好地执业，这部分知识也是值得好好学习的。 

 

三国法：杨帆 

 

三国法当之无愧推荐杨帆。近两年三国法的分值受到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有所下降。

但是这一部分的分数仍然要牢牢抓住，只要记住了相关知识，题目就能做得对。建议近

http://www.gter.net/


 

寄托天下-中立的出国留学申请和考试交流平台                                  http://www.gter.net/ 

  14 

5 年真题刷三遍以上，有余力的话可以再选择一些 11 年之前的题。 

 

以上就是我复习时选择的老师，其实选了老师只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是能坚持执行计划。

司考的通关诀窍还是在于做题，要把历年真题反复做透。这里的做题不是做了几遍后就

记住了答案，那样是没有效果的。要拿到每道题认真分析每一个选项，都要给出自己一

个选或不选的理由，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真题的作用。如果对某个选项自己拿不准，那就

说明这一个知识点没有记牢固，要马上翻书再学习。现在司考出题的趋势是越来越综合，

每道题都糅合了很多的知识点，因此难度更大。这就需要每个知识点都要牢固记忆，不

能模棱两可，而只有通过不断地做题才能强化记忆，掌握高频的考点。 

 

复习时也有很多值得参考的信息平台。比如我关注了几个关于司考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每天都会发一些司考的相关信息和复习资料。这里推荐几个我认为很实用的： 

“司考 411”，这个公众号上面会经常推送一些复习指导，上面也有对各个老师的评价

与选择推荐，个人认为比较客观。在考试的那两天，中午间隙的时候上面还会发最后的

提示考点，我直到最后进考场之前都在看，而且有一些确实押中了。不管怎么样，看过

后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 

 

“民法方志平”是方志平老师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经常会推送他的民法干货。包括后期

上面有他的模拟题，作为曾经的司考出题人，他的模拟题价值不亚于司考真题。虽然我

只是在考试前一晚看了他的案例题，但是没想到对最后的卷四帮助很大，很多知识点都

在模拟题中出现了，当时很后悔没做选择题。所以经常用微信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会

有很好的效果。 

 

另外我还关注了向高甲的微信公众号，名字是“向高甲陪你过司考”，上面每天都会推

送学习资料和相关资讯，有时向高甲还会献歌一曲，听一听也蛮好的，可以缓解复习的

紧张。 

 

在八月中期的时候，我曾经一度特别的疲惫。原因是刚刚经历过 NY Bar 之后没有得到

充分休息，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那段时间我基本都在法学院的图书馆学到 12 点

闭馆才走，回家之后还在睡前用手机上的粉笔司考 APP 刷 30-45 道题。就这样在美国

复习了一个月，我又回国到了上海。这中间搬家、找工作也耽误了一些时间。记得那时

9 月的上海还是很热，每周都要有几天穿着西服在去面试的公交和地铁上听录音或者刷

题。这期间也曾经想过如果两门考试通不过会怎样，其实心里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反而是比较释然。心里想着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最后，不管结果如何，尽了自己最大的

努力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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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终于到了考试的那天，我在去考场的车上仍在在刷题，简直是争分夺秒。上午的卷

一感觉还好，考完后也比较有自信。中午找了附近一家星巴克继续看下午的卷二，就是

看手机上关注的公众号推送的押题。结果下午考卷二的时候，明显感觉题出的很偏，考

察了很多一些平时没注意到的知识点。整个考试感觉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结果出了考场

看到朋友圈里的吐槽卷二的段子我也是一脸茫然，完全没有印象。事后我回想了一下，

如果考试时关注点都在题干的槽点上，可能是注意力没有完全集中在题目本身，这对于

考试发挥很不利。考完了卷二没有多想，赶紧回家继续复习第二天的卷三和卷四。当天

晚上好像是看书到凌晨三点多，然后早上 6 点起床，睡了只有三个小时。整个人完全是

靠着红牛在考场上支撑，结果在考卷三的时候，由于考试的两天喝了太多红牛，导致心

跳过快，不得不停笔缓了一会儿。等到下午的时候，完全就是靠意志力在坚持，卷四的

内容异常的多，每个题都多了好几小问，我来不及多想，赶紧奋笔疾书，想到什么就写

了什么，反正就是尽量全部答满，充分发挥了文科生的优势。赶在最后收卷前，把整张

考卷几乎都写满了。 

 

走出考场的我感到一种释然，四个月的努力就要等待两个月后出结果。是创造奇迹，还

是一无所获，我心里完全没有底。 

 

在快到十月底时，NY Bar 的成绩要出了。那段时间每当看到新邮件心里都会一震，生

怕是 NY Bar 的成绩通知。10 月 28 号那天，我正在工作，突然收到了 NY Bar 委员会

的邮件，我知道成绩出来了。通知是附在一个 PDF 里的，我急忙打开附件，当我看到

Congratulations 这个词的时候，我知道我通过了。虽然曾经一度很担心，但是幸运女

神眷顾，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这样高兴了没几天，我又开始紧张司考的结果。虽然按我

最初的设想，能通过一个就已经很知足了，但有时候人总是贪心的，我仍然抱着司考可

能会侥幸通过的念头，每天都处在焦虑之中。直到司考查分到来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像

是接受命运的审判。当我终于进入页面，分数映入了我的眼帘，通过了！我当时大喊了

一声，半年以来憋在心里的那股复杂情感全都倾斜而出，曾经付出的所有汗水和努力有

了回报，心里都是满满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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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成功通过考试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提早规划，明确目标 

由于在 15 年时遇到了一些挫折，年底的那段日子一直很焦虑，担心自己的未来。所以

在 16 年新年的那天，我给自己定下了几个目标。1.LLM 毕业拿到 distinction；2.通过

NY Bar；3.通过司考。其实这三个目标对当时的我来说都非常困难，但是我想赌一把，

想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于是从 16 年第一天起，我几乎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图书

馆，基本每天都是在闭馆时离开。这样我一直坚持到 8 月底回国。这期间我首先成功拿

到 distinction 的荣誉毕业，之后又成功通过两个考试。很大程度上源于我提早规划目

标，早早地做了准备，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是我乐在其中，因为有奋斗的目标去支撑

着我。 

 

执行力强 

有了计划自然还要有执行力才能贯彻实施。之前本来我是比较爱玩的，但是整个 16 年

我几乎没怎么玩过，除了春假和毕业后出去旅游了两次，大部分时间我都用在了学习上。

大半年时间里我几乎都没有碰过 PS4 游戏机，也正是依赖着较强的执行力，我才能全

身投入备考之中。 

 

不放弃+心态好+运气 

不得不说自己这一年的运气都比较好，很多时候确实靠着不少运气的成分。可能这也是

得益于自己没有放弃，因此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无论是在多么困难多么绝望的时候，

我都没有放弃努力，咬着牙坚持了下来。试想，如果我当初放弃了，就是老天想帮我也

没有办法。而有时好的心态也十分重要，我一直反复告诉自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尽力就好”，早早就在心里做好了失败的打算，这样反而也没有什么包袱，可以轻装前

行。 

 

以上的几点因素，综合起来帮助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这四个月的备考，是我人生的一次蜕变。从一无所有到通过了两个法系的律师资格考试，

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最大的变化，是自己心态上发生了改变。敢于尝试，勇于挑战，不

轻言放弃，最后创造了奇迹。其实，那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你不去做就永远得不到

答案。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更要大胆尝试，我们不怕失败，怕就怕失掉了年轻人的

勇气。借用何帆法官的话“匆匆与生活妥协，岂不负了少年？”如果你曾与我有过同样

的困扰，大胆地去尝试吧，相信自己一定会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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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Reference 

以下总结了本文所参考的攻略帖子： 

1. http://bbs.gter.net/thread-2051406-1-1.html 四个月通过 NY Bar 和司法考试复

习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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