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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時間不足，所以把讀書心得分享的講稿修改後，放到網路上作分享。 

 

前言 (略)， 

讓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因為我是國考上榜，開始任職之後才到空大就學，空大畢業之後，沒有就讀

研究所，對於畢業後擬欲更上層樓的同學而言，個人能分享建議的內容極為

有限。所以，這篇文章分享的內容側重於準備五等考試的經驗，時間許可的

話，稍微談談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部分。  

 

首先分享如何準備司法五等錄事的考試。 

我是在 95 年 12 月底到學Ｘ（Ｘ廬）補習班去報名上課，7 個月之後，就參

加我人生至目前為止唯一一次的國考。 

 

記得我97年1月2日到台東地院去報到的時候，人事主任很驚訝的對我說：

「你 47 歲，國中畢業學歷，居然能考上錄事？一定是有做過不少善事，累

積了福報！」 

 

其實，我很清楚，參加國家考試，單純依靠福報、運氣，絕對無法讓我上榜，

重點在於：有沒有確實的努力過？是否懂得具有效率的讀書的方法？有沒有

擬定正確準備的策略？最後加上一點點的福報、運氣，整體國考上榜要素才

比較完整。 



 

最近幾年，司法五等以及初等考試的命題大綱已經修正，以目前不考作文、

公文寫作，四科全數考選擇題，4 科平均分數沒達到 90 分以上，錄取的機

率不大。所以在心得分享之前，建議同學們要先審慎的做評估。 

 

假如您的國文或是英文程度不算好，也就是說在共同科目部分，沒有是達到

90 分以上的把握，那麼我會建議您選擇其他類別的國考。因為國文和英文

這兩科，沒辦法在短期內速成。同樣要投入相當多的時間、精神、心血，當

然就要選擇勝算大、有上榜機率的考試類科。其他類科多數也都有選擇題題

型，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重點，就在於選擇題型的準備方式。 

 

就我自己準備考試的心得，我歸納出兩個重點：「一本書主義、多做考古題」。 

 

到補習班上課之前，我是標準的法律門外漢，連法條基本的條、項、款、目，

法規的位階都不懂。這也是我必須到補習班上課的原因。今天現場的同學們，

有些人都已經有相當的法律素養，也許就可以透過自學，準備國考。但無論

是哪種方式，「一本書主義」是多數國考上榜者都會如此建議，原因是考試

科目那麼多，假使每一科都選幾本書來閱讀，極可能讀不完，就算勉強讀得

完，也必定不會太深入、專精，這就如同俗話說「貪多嚼不爛」的道理。 

 

所以，第一個重點就是「一本書主義」，每科只選擇一本編排、解說適合自

己程度的書來詳讀，至於是否要選擇名家寫的書，個人覺得是見仁見智的問

題，如果無法理解作者所寫的內容，那看了也是枉然，結果只是白費力氣罷

了。 



 

第二個重點：多做考古題，每上完或是閱讀過一個章節段落，立即試做考古

題。我的做法是，遮住答案，就好像在考場考試一般，寫完後核對解答，答

案正確的表示自己已經理解的就略過，寫錯答案的，用紅筆在上面打個「星

號」，模稜兩可而猜對的題目就用紅筆上畫上「三角標誌」，這兩類的考古題，

我通常只記住正確答案，除非題庫書已有正確答案的解析，否則我不會追根

究底的研究，因為浪費這麼多時間，去尋求一個考試不一定會遇上的答案，

在效率上百分之百划不來。 

 

隔一段時間，就回頭試做打「星號」和「三角標誌」的考古題，測試自己是

否能寫出正確答案，如果還是做錯，那就拿螢光筆把記號塗滿，這麼做有兩

個用意... 

 

考前大約一個月之前，要把所有考試科目全都快速的複習一遍，基本上，個

人覺得不太可能完成。所以，我花一些時間把螢光筆標示的題型，全抄寫到

空白的筆記本上，一來增加記憶，再者，可以在考試當天的空檔時間作閱讀

複習。同時，我還買Ｘ華（千Ｘ）出版的考古題庫，該出版社提供一組帳號，

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做線上測驗，同一科目反覆不斷的測驗、練習，透過這種

模式的練習，我雖然英文程度不好，但公民與社會的部分，我是拿滿 70 分

的，這證明了線上測驗的模擬練習方式，確實有很棒的成效。 

 

以上，就是我在面對國考選擇題型，所使用的準備方式，謹提供給有志於國

考的學弟妹們參考。 

 



 

科技部(改制前名稱：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簡單說，就是最終要完成一

份報告，這份報告猶如縮小精簡版的碩士論文，對於畢業後預備要考研究所

的同學，算是暖場、試水溫。茲附上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簡介【附件】，

相關的細節甚多，致堯同學的指導教授是李福隆老師，我的指導教授是蔡宗

哲老師，有意願的同學，可以向法政系的老師請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