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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的教学关键是勾起学生对法学的兴趣。
当然，引起兴趣并不能以最差的学生为标准，因为，法学精英化的教育方式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学生
，也许只有那些逻辑思维能力较强，记忆力、理解力好，有公平之心、保守倾向，心态平和而不急功
近利的学生能够学好并运用好法律。
法理学原理属于粗线条的理论，虽然法理学者也常说，一旦具体到案件就可能使理论深入和复杂。
本教材是组织了华东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郑州大学、烟台大学、山东政法学院
、山东大学等学校的部分专家学者，在山东威海、河南云台山召开了两次教材编写会议。
经过认真讨论编写而成的，把本教材的特色确定为：突出法理学的应用性，还法理学以实用性特质。
内容包括法学与法学流派、法律的概念、法律分类、法律要素、立法、法律责任、法律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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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金钊：山东莘县人，山东大学教授，法学博士，法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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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学与法学流派学习法学像学习其他学科一样，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总有一些如坠云雾的感
觉，这是一种叫做“初学境界”的现象。
在这时候，不要急于把每一个专业术语都搞清楚，这是做不到的，也会影响思维的进程。
就初学者而言，法学是个陌生的领域，对其中一些话语的理解需要慢慢进行，尽管这一章讲了很多的
问题，但这里的问题并不要求每一个人马上都理解，我们只要就能够理解的加以理解就行了，有些问
题可能一辈子也无法理解。
对本章的第一次学习，只要我们能把握其中的基本知识，学习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因为，这是学习的初步境界，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信息。
在初步具备了法学知识后，我们还要进入第二个人门境界。
在这一境界中我们要大量地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技能，能比较好地掌握法学原理是我们对法
学产生兴趣的关键。
如果经过努力还理解不了法学的基本概念、原理，那就应该考虑自己是不是适合学习法学专业了。
学习的第三个阶段是批判境界。
在这一阶段，就不能是不加怀疑地学习了，而应该转入探究型学习阶段。
准备做理论研究的人应敢于向原理挑战、向权威挑战；准备做实务的人应该学会提问，或者说抓问题
的焦点。
法律学人应时刻注意训练自己的抽象概括能力和问题意识。
看不清事物、提不出问题是法科学生的大忌。
学习的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境界。
这一境界也可以说是能力运用阶段。
其中既包括理论能力也包括实践能力。
学习知识与原理、学习方法与技巧，都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应用而学习。
学习法律绝不是要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死记硬背就行了。
一个人对法律的学习是否取得成功，司法考试证书的取得与否当然是一个标志，但从最终的结局来看
，还得看其在司法实践中能否真正地把知识、原理与方法转变为自己创造性的工作能力。
第一节 法学一、法学及其研究对象（一）法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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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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