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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官心理与司法技巧》以法官心理学问题为主线，具体从法官普通心理与司法素质、法官社会心理
与司法活动、法官职业心理与司法效能、法官健康心理与司法压力四方面展开全面、系统论述。法官
普通心理与司法素质篇，从法官认知、情感和意志、个性等方面展开论述，揭示了法官的认知规律与
影响因素、情感因素对司法裁判的影响、法官意志品质及其培养、法官个性与职业的匹配等内容。法
官社会心理与司法活动篇，从法官的角色、职业内外活动、司法合作等方面，论述了研究法官角色对
加强审判工作的特殊意义、社会对法官的角色期待、法官角色的多重性、法官的角色学习、扮演与冲
突、法官的角色差异、法官的活动要求、法官合作与群体心理等内容。法官职业心理与司法效能篇，
从法官选拔和培训、专家型法官的形成、法官激励与管理等方面作了论述。法官健康心理与司法压力
篇，则分析了职业压力对法官心理健康的影响、法官职业的压力源与管理策略等内容。内容相当丰富
全面，组织合理，结构严谨、完整，对问题的讨论也颇具深度。
《法官心理与司法技巧》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普遍情况是，法官工作任
务越来越重、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同时，人民群众对运用司法解决矛盾纠纷的需求和期望越来越高，
法院时常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法官的职业被视为一种高压力、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面对这
一形势，法官不仅应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还应该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与司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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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官，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职位。法官的合理界定，对于明晰法官角色定位与心理要求，
提高法官职业能力与司法技巧，具有重要意义。对法官群体的认知规律、个性心理、角色扮演、行为
要求、群体规范、职业发展、激励奖惩、心理压力的管理等心理学问题的细致探究，必须建立在对法
官的地位、作用和职责的深刻了 解与理性认识基础之上。可以说，法官内涵的合理界定直接决定法官
的心理要求与行为规范，同时，也确定了法官心理学的研究边界。 第一节 法官是什么 法官是什么，
是一个在法治语境下研究法律需要追问的本源性问题，也是研究法官心理与行为必须回答的前提性问
题。因此，在研究法官的心理学问题之前，《法官心理与司法技巧》将对这一问题先作充分的探讨。
对法官是什么的回答，应从法官的地位、作用和职责等角度加以展开。 一、法官的地位 法官地位，
是指法官在一个国家法律、政治、社会生活系统中所享有的身份和尊严，所处的位置。 （一）法律地
位：法官在法律系统中的位置 法官行使着国家的审判权，在法律系统中独立掌握司法权，处于司法者
、裁判者的法律地位。世界各国对法官的司法者地位均以宪法、法官法等法律形式作了明确规定。从
理论上讲，法官在法律系统中的司法者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法官不是立法者
，而是法律的执行者。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和制衡是现代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规则。尤其
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造法被普遍禁止的情况下，法官只能作为负责法律实施的司法者来出现。 其
次，法官处于法律实施过程的终端，是法的实现者。法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而法院处于这个调节器
的终端，法官是这个调节器的直接掌控者。法院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与司法作为
权利保护和救济的最后手段，本质上完全一致，成为社会的普遍期待。 其三，法官扮演矛盾纠纷裁判
者和解决者的地位。当前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以案件的形式涌向法院。而法官则
成为各类矛盾纠纷的最终裁决者。由于法官处于原被告或控辩双方的中间位置，与争议双方必须保持
等同的距离，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发挥裁判的职能，才能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其四，法
官应独立于一般的公务员。根据各国惯例，法官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公务人员的职位。因此，近年来，
有学者对我国将法官和检察官纳入公务员的做法提出异议。① 其五，法官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和人
类良知的守护神。法官的司法性，本身就意味着法官的公正性。法官的公正性，是指法官应以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为己任。公正性也意味着法官的独立性、中立性和权威性。法官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的法律
地位是法官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法官的权威性，即法官是法律的象征和代言人，尊重、服从法
官就是遵从法律。法官的权威源自司法的权威性，而司法的权威 则源自法治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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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官心理与司法技巧》编辑推荐：您或许已经是一位法官，或许将要成为一名法官，或许是一名经
常要和法官打交道的律师，或许是作为很想对法官有些真实了解的一般社会公众。通常的疑问是，法
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在支配着法官的审判决策、司法技巧？一名专家型法官，究竟拥有怎样
的业务知识和司法能力？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法官心理与司法技巧问题，体现法律与心理学
的交叉结合，这是《法官心理与司法技巧》的主要特点。《法官心理与司法技巧》的特点之二是论述
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法官心理与司法技巧》具有的特点之三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法官心理与司
法技巧》不仅对于法官有指导价值，可以作为法官职业培训教材，而且对于律师等其他法律人，甚至
一般的读者，通过阅读《法官心理与司法技巧》，也可以获得有关心理学在法官选拔、教育培训以及
审理案件中的应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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