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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运气。很多人说我运气不好，就差个2、3分，还有人考了107，多1分就过了！主观题的运气成分确实有，如果你运气稍微好一点，他阅卷的时候稍微松一点你就过了。

但其实运气不是主要的，我们统计了分数段，发现大部分所在的分数段都很集中，并没有形成一个正态的分布，考不过的大多就差20分以内，换句话说，不是你差几分就很好了，

运气不好没过，而是你根本就没学扎实，不会写案例分析，写的啰嗦，遗漏，结论错误！如果我们单纯靠运气应对一个考试，基本都考不过。毕竟运气这个问题，谁能控制住？你越不想发生的事就越会发生，

今年可能还只差1-2分。第二个，实力。先问自己几个问题：1、你每个科目写了多少案例？你每个科目官方模拟写完了吗？真题写完了吗？你没写完的话，你写了多少呢？如果你每个科目就写了几个案例，

没过也正常，随便写几个就能过，那还叫法考吗？2、你写的认真吗？认真的标准是：有跟标准答案对照自己哪里没有写好、哪里分析没到位，再重复写写吗？还是写完就过，随便看看结论对就沾沾自喜。

有人说：“四金我跟你的班了，为什么今年没过，你帮我看一下原因，我该做的都做了呀？”跟班的晓伙伴，你们所有的做题记录后台都有，技术调记录来随便截几个图，你怎么答得题都可以看到的。

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的答题记录截图，就算每一个问能得一半的分都是高分。3、知识点掌握了吗？法言法语分析清楚了吗？一般情况之下，主观题应该有比较好的客观题基础，至少你读完那个案情，

你能够得到正确结论（能做到80%的题读完有准确的结论就行）。就算过程有些不到位扣了分，基本上也能得60%的分。但是如果大部分的题你读完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结论也是懵的或者猜的，

那肯定不行。在知识点掌握了的情况下，你有没有按步骤分析？有没有答出采分点？很多人客观题考的很好，但是主观题考得比较一般，就是因为逻辑乱、分析过程不清晰，主观题要看你的分析思维和法言法语。

4、时间你有把握好吗？记不清的有时间翻法条吗？考试的时候最大的两个拦路虎，一个是不会，一个是做不完。如果你平时没有模考时间训练不够，那么你的过线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一个问就4-6分，

少写两三个问基本就挂了。法律条文那么多，高分的也不能随便都能背下来。所以在大家都记不清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能提前提前把它写完，留出半个小时翻法条，并且提前熟悉了法条，可以迅速定位，

那我诉讼法记不清的地方，能翻到法条把它补了，多写几个关键词，就肯定比别人多了几分。或许你19年差的那几分，就在这，拿不准的法条一翻，一个问5分，翻出三问就15分，

不就过了吗？所以时间训练还是很重要。以上就是我对主观题没过的分析，大家请反思一下，自己从这几个方面找找原因。如果你知识点很好，案例也认真地写够了，时间也训练好了，考试的时候也答完题了，又空出的时间翻法条，那么我相信过线对你不是问题。

主观题130的经验帖

首先，我觉得备战法考的人还是需要点鸡汤的，为孤独而充实的法考之旅打些鸡血。“有一种很唯心主义，但我觉得很神很正确的一种说法，叫吸引力法则，就是当你全力以赴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帮你，这就是个人磁场效应。当自己充满正能量，就会发现自己能吸引许多正能量的人和事。用网上流行的话说，就是，越努力越幸运。用西方寓言说，就是，马太效应。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个人情况

我是一个备考三年的法本生，基础还算ok，三次备考都没有报班，总结失利两次的原因，大概无非三点：功夫下得不到位，方法不对，有些矫情。（我之所以说自己矫情，是因为我从来没把司考仅仅作为一个应试考试来看，我更感觉他是对本科所学的法学知识或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温和系统把握。所以在复习的时候我不仅着眼于做对题，更借此考试巩固、积累与拓展理论，这就不可避免的浪费时间、走弯路，如果有我这样心态的人一定要及时剔除掉。当然我也很庆幸，虽然花费三个暑假通过一个考试，收获的是对整个专业知识的从容的自信，这也是我备战司考的初心。）

前两次都是差10几分的样子。因为是失败的备考经历，就略说吧。

第一年备考是大学毕业之后，也就是研一的暑假，分心太多不用功，从4.5月份拖拉到6月末，只听完民法和刑法的强化，配套真题都没做。从6月末到8月初直接听厚大的119结束第一遍复习，可是各个科目的难点都没攻克，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知识点。但是，也许是本科的底子在吧，感觉司考并不难，更多的是需要记忆和抗遗忘，在心态炸裂、全程只复习一遍，后期只背了三国、民诉，没来得及做上一套卷就上了考场。最终以题不难，硬性知识点我没记住的感觉收尾了我第一次备考经历。那个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过法考是翻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即使从小学开始我就发现自己不擅长做选择题。

第二年备考，我大概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吸取第一年的教训，在6月底，除了三国、理论和经济法，其他科目已经结束了第一轮的复习，从7月初就安排上了每天的背诵计划并持续到考前。在进入到9月份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复习方法不对，明明很用功，每个科目都已经背完1-2遍，做题时却感觉比第一年要吃力好多。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考试逼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巩固背诵抗遗忘，当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体力太过透支，即便考前喝了一瓶红牛和咖啡，还吃了两块巧克力，考卷一的时候还是差点睡着了，这大概是人生最囧的一次考试经历了。这一次可以说知识点掌握的还算牢固，但是做题太少，没有转化成为做题的能力，这应该是法考的大忌。毕竟改革前法考，四分之三都是选择题，他不要求你答得多么详细完美，只要求你能选对。

第三次备考，我没有匆忙的开始，前期做了些准备功课。如果你不是第一次备战法考，我觉得分析失败的原因很重要，当然也要向通过的人取经，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很幸运，足够的付出+正确的方法，这次通过了法考。

法考成绩

老师推荐

关于老师的选择，我觉得我也走了一些弯路，因此建议如果是第一年准备的学生，并且选择不报班的，一定要提前着手，多听一些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第一年我是直接买厚大的教材所以当时跟的都是厚大的老师，第二年由于第一年听得民、刑、行政法老师都去了瑞达所以主要用的是瑞达的教材。18年，我是在17年考试做题时感觉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更换老师的，借鉴四金公众号推荐和周边同学口碑选择更适合自己的。

1民法-钟秀勇老师

对于民法，三年来我很坚定的跟着钟老师，虽然钟老师每年出书较晚，但是品质在线，知识点配套的案例特别有助于理解和记忆。钟老师时不时在视频里打趣说自己是“花脸猴”老师，但是钟老师讲课一点也不花哨；钟老师说自己只是“搬运工”，但是我觉得认真的跟着这位“搬运工”的课程和习题，民法不是绊脚石。不过钟老师语速太慢，唯一一位我选择2倍加速听课的老师。

2刑法-柏浪涛老师

自从开始复习法考就觉得，刑法是最有意思的但也是比较难掌握透、同时也是难拿分、付出与收获难成正比的一个科目。前两年我跟的是凤科大帝，对于凤科大帝的口音许多同学都反应难接受，我觉得还好。只是随着去年刑法出题人的更换，以及刘老师出的书总是文字堆积，缺乏框架式的图表，虽然听了两年依然很难整体把握。

今年我选择的是柏浪涛，真的是相见恨晚的感觉，柏老师属于那种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型的老师。还记得在复习法考时看到柏老师对华师大18届毕业生的寄语中谈及“艰难选择与事物本质”，“最后，你终于明白，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害人自陷风险，必须自己负责，而这就是你们的青春之歌”，真是说到心坎里的动容。微博上关注的法考老师不少，但是柏老师的微博是我养成习惯每天都要看的，他的微博我觉得是一股清流，除了偶尔的指南针宣传，很纯粹的只有柏老师的编题与解题，只要不是太忙，我都会在微博下评论我的观点，大概这无形中也助推了后期主观题吧。

–徐光华老师。因为看到四金推荐，以及一位考400多分的吉林大学的朋友力荐，我一定程度上也有关注。由于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是刑法的一个重难点，尤其是在打击错误状态下的分情况，这部分知识有点懵，就借助徐老师强化课中此部分的专题讲座辅助理解，的确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刑罚部分虽然因今年客观题量减少而弱化，但是太过繁杂，徐老师讲义以表格形式整理出来，也很好的帮助我梳理这部分的内容。//在主观题的时候，我也看了部分徐老师的讲义，只是答案太长不够精简，考生不是太好抓采分点。在有些地方，我发现他和柏老师的观点是有些出入的。

–罗翔老师。在备考主观题时听到有朋友推荐，他的知识体系和柏老师应该差别不大。因为没有听过他的课，在考完主观题看了一下罗老师的直播，罗老师关于“法治之光”那段话应该说出了众多法考学子的心声吧。罗老师微博中一些当下时评的短文篇篇文采，让我看得时而澎湃时而深思，还有罗老师身穿律师袍出庭的那张图太让我肃然敬仰啦。法考路上遇见这些“指明灯”也是另一种收获。

3民诉–戴鹏老师

民诉应该是普遍认为较为容易的科目。前两年我都是跟的郭翔老师，很用心讲课的一位好老师，不过我不太喜欢郭老师前期讲的太浅，到119阶段拔高讲执行异议之诉，前两年每次暑假都要反复听这个点才明白，做题效果不理想。所以今年换了戴老师，我只能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戴老师就是更好的那一位，哈哈。尤其是在诉讼参与人，举证责任，执行异议之诉这几方面，讲的更通俗、透彻、易懂。而且听完戴老师的课会发现连背诵都变得轻松很多。

–韩心怡老师。由于17年考完被许多考生呼声押题很准，所以客观题和主观题的考前聚焦我附加听了一下。韩老师和戴老师讲课思维和体系差不多是一样的，对于难点可以辅助理解，同时在知识点上也起到了互补。记得复习主观题时，由于时间不够没有打印讲义，只是在考前几天每天晚上骑车回家的路上戴着耳机听一听老师的考前聚焦，韩老师真的是着重强调好几遍重复起诉及其构成要件，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没想到主观题中为数不多的民诉题中真的考到这个知识点了，虽然本金和利息这个例子韩老师没有列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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