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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法制史·宪法·法律职业道(飞跃版)》主要讲述了：法理学、法制史、宪法、法律职业道
德是司法考试的基本部分之一，在司法考试中占的分数不是很大，知识点比较散，所以得分也显得比
较难。很多考生因为第一卷的失利而与最后胜利失之交臂。其实，法理学、法制史、宪法、法律职业
道德每部分的内容并不多，并且具有体系性强、逻辑性强的特点，不像诉讼法等部门法需要记忆大量
的法条知识，只要方法得当，在这几部分中取得实质性突破是完全可行的。考生应当在统筹全局的前
提下，重视这四部分的复习，认真对待，精心准备。
法理学是法学的主要理论学科，是法律教育的基础课程、核心课程。法理学通过研究法的现象来探寻
法的内在规律，即研究整体的法、一般的法，探讨法的普遍原理或最高原理，讨论法学和法律实践中
带有根本性、规律性的问题。法理学比较抽象、概括性强，带有一种很强烈的思辩色彩。法制史的内
容是法制史实，可以分为两个板块：一块是各国不同时期的法律如何规定，另一块是各国不同时期司
法如何运作。宪法是由宪法典、组织法、立法法等构成的宪法体系。司法制度包括审判制度、检察制
度、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等，法律职业道德主要是规范审判、检察、公证人员和律师的职业操守。
法理学属理论性强的考试科目，因此考生复>-7应考时在全面掌握大纲内容的基础上要做到以下几点
：准确地把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理念和价值；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大纲的内容，尤其是能够
对相关知识点的区别和联系进行分析、判断；认识法理学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相互关系，能够运用
法理学的基本知识来分析法律事件、案件或现行制度，运用理论分析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注意
法理学知识与法律应用学科知识的结合。
复习法制史时，首先应仔细的依据大纲来精读教材，应当自觉地把有关知识点归结到前述的两个板块
中，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建立起知识体系。其次，在完整的知识体系基础上掌握重点知识，重点知识可
参照本教材每章前的重难点提示。最后，要善于总结知识点，总结相关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并进行比较
分析。
考生复习宪法时，在知识点的复习上要注意将宪法学基础理论和有关宪法性法律与其他基本法律的
复>-7相结合，同时，对相似的和易混淆的内容应多作比较，清楚区分，联系记忆，分别把握。考生
在复习时要注意把握命题规律，吃透重点难点，立足于对重要法条的记忆，多总结，多归纳，多做题
。
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部分是考生最容易忽视的部分，然而此部分经过仔细复习，掌握技巧，也会
带给考生“意外的惊喜”。考生要在熟读教材的基础上建立此部分的知识框架，通过仔细查阅相关重
点法条和历年考题，掌握重要细节性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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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制度    第一节  律师制度概述    第二节  律师执业    第三节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    第四节  法律援助制度  
第五章  公证制度    第一节  公证制度概述    第二节  公证机构和公证员    第三节  公证程序    第四节  公证
的效力和救济  第六章  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  第七章  检察官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  第八章  律师职
业道德与职业责任    第一节  律师职业道德的概念和主要内容    第二节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第九章  公证
员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附章  主观题高分突破指南  第一节  法理学卷四历年考查分析  第二节  主观题答
题思路和技巧  第三节  2009年考点预测和模拟自测

Page 3



《2009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

章节摘录

第一编 法理学第一章 法的本体 第二节 法的价值基本法理一、法的价值的概念价值是指与主体的需要
、欲求具有相洽互适性的，从而受到主体的珍视、重视的事物所具有的性状、属性或作用。法的价值
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法的需要和主体对客体的判断标准，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于主体——人的
意义，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法的价值的主体具有普遍性，对法的价值的讨论要以全
体社会成员为价值主体。法的价值对法律具有附从性，法的价值归根到底要体现在法律自身的性状、
属性上。法的价值还具有应然性，它表述着人们的法律理想，法的价值属于主观认识范畴。人的需要
的多样性决定了法的价值的多元性，并且多种法的价值可以并存，同时多元的法的价值也有层次的区
别。法的价值决定法律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法律是人选择的。法的价值决定了法律的目的，抽掉法
的价值的法律是盲目的。法的价值决定法律的善与恶，能对恶法进行纠正与补救。法的价值可以弥补
法律对现实社会变化的在灵活与适应性上的缺陷。法的价值决定法律的理想的内容。法的价值也有助
于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二、法的价值的种类法的价值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法的价值与人的客观需要
和利益相关联，而人的需要和利益又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因此法的价值也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既有
法所要体现的基本价值或一般价值，也有法的特殊价值(如阶级价值)；有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
有个人价值、集体(社会)价值，也有国家价值、人类价值；有物质价值，也有精神价值；有应然价值
，也有实然价值，等等。总之，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法的价值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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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司法考试是职业资格考试，又有明显的淘汰性要求，题目的设计有其特点。对于理论性较强的法理学
等学科，我应当通过学习基本知识、理解揣摩几年的司法考试题目，掌握司法考试的规律。　　——
高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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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法制史·宪法·法律职业道(飞跃版)》荟集一线辅导名师，融法理、法条、真题三大司考
备战元素于一体的教材新革命，突出重难点及高频考点，减轻复习压力，替代高额培训，提升司考备
战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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