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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道德教程》

内容概要

《司法道德教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这
一目的，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若干意见》，《中共中央美于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诀议》以及党的十五大会议精神，综合运用《伦理学》、《法
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有关知识，较系统地介绍了道德及司法道德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
，并结合司法工作的实际，着重阐述了公安、检察、市判、律师、公证、劳改、劳教等部门的性质、
任务、特点及其职业道德规范，魁政法人学生提高道德修养，加强职业道德的重要教材，也是司法部
门加强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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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道德教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道德与伦理学概述第一节 道德与伦理学概念一、道德的概念二、伦理学的概念三、马克思主
义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任务及其研究方法第二节 道德的本质、特征和作用一、道
德的本质二、道德的特征三、道德的作用第三节 道德结构体系一、道德意识现象二、道德规范现象三
、道德活动现象四、道德品质第二章 社会主义道德第一节 社会主义道德概述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同道德规范之间的对立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层次性第二节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一、为人民服务是
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二、集体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三、“五爱”是社会主义道德
的基本要求第三节 反对个人主义一、个人王义的含义及其基本内容二，克服和抵制个人主义思想第三
章 职业道德概述第一节 职业道德的一般原理一、职业和职业道德的概念二、职业道德的特征及其作
用第二节 职业道德的历史发展一、职业道德的形成与发展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形成第三节 社会
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一、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特征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第四章 司法道德概述第一
节 司法道德的概念和特征一、司法道德的概念二、司法道德的特征第二节 司法道德的本质和社会作
用一、司法道德的表质二、司法道德的功能和社会作用第五章 司法道德的历史发展第一节 中国司法
道德的历史发展一、中国古代司法道德二、中国近代司法道德三、国民党统治对期的司法道德四、革
命根据地的司法道德第二节 西方国家司法道德的历史发展一、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时代的司法道德
二、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司法道德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司法道德⋯⋯第六章 社会主义司法道德第七章 
司法道德范畴第八章 司法道德行为选择与评价第九章 司法道德的培养与训练第十章 人民警察职业道
德第十一章 检察机关人员的职业道德第十二章 审判人员的职业道德第十三章 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职
业道德第十四章 律师职业道德第十五章 公证人员职业道德第十六章 劳改、劳教干警职业道德第十七
章 政法大学生道德培养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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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道德教程》

章节摘录

第一章道德与伦理学概述第二节道德的本质、特征和作用一、道德的本质道德本质就是指道德区别于
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是道德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和道德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总和
。关于道德的本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宗教家认为道德是上帝和神订的戒律
，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道德的本质就是上帝和神的意志。人性论者认为，道德是人类特有的本性，人
生来有一种道德本能，或者说人生来有一种善心。中国古代的孟轲就是一个性善论者。中国古代还有
一种观点是性恶论者，认为人的本性生来就是恶的。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都不可能对道德的
本质作出科学的回答。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才真正揭示出道德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马
克思主义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们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并对经济基础有
巨大的能动作用。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总是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社会经济
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直接决定各种道德体系
的性质。即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有什么性质的社会道德。第二，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
利益，直接决定着道德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的道德规范。这种利益作为道德的直接根源决定着人们对个
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的理解和调整。第三，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在同一经济结构社会中的不同地位
和利益，决定着各种道德体系的阶级属性，不同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人们决定着他们不同的思想情感
和不同的观点，这样，就形成了维护不同利益的道德观念。这充分说明了，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
明的阶级性。第四，道德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当旧的经济关系日益衰落，新的经济关系日益
兴起并占统治地位时，旧的道德也随之衰败而新的道德兴起并取代旧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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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道德教程》

编辑推荐

《司法道德教程》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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