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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与比较法（第2版）》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学，特别是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法
理学课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教学用书。
　　第2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升级”：第1版原有的总体篇章结构予以保留，同时，对部分章节的内
容进行了修订补充；增加了第十章“欧洲的超国家法律”，以及第十一章“法律3.0时代”。
所增加的这两章的内容，仍然是在法理学与比较法学相结合的路径下，对世界范围内新的法律现象进
行观察、分析的初步结果，因此是本书设计理念的一个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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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因材施教是我国古老而伟大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其中心含义就是针对性的教学。
无论是从“教”的角度，还是站在“学”的立场，在选定了大方向之后，“材”的情况就可说有了一
种目标方面的确定，那么对意欲成为某种特定的“材”的人，按其要求和特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设
计，选择适宜的教学方式，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无论就“教”还是就“学”而言，都会受欢迎的。
 法理学作为课堂上讲授和学生学习期间研修的一门课程，在不同的课堂上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在中国大学课堂上的法理学与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法学院中的法理学在体例、取材、内容等诸多方面是
非常不一样的。
原因至少有二：其一，课程的作用不一样。
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法理学首先在本科阶段，承担着比较系统和比较全面的在理论上或称作一般的
层面上为全部法学教育打基础的任务。
在这门打基础的法理学课程中，基本的概念、基本的原理构成了主要内容，同时在理论的观念和观点
方面透过主流或主导意识而树立起来的东西也会在学生中间自然地取得地位。
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法学课堂上，并无由法理学来绝对地承担这样的任务。
在很多国家，法理学是在较高的年级开设的课程，课程在体例、取材、内容的设置上也相对自由，甚
至会因主讲教授的不同而有所异，至于教授们带给学生的是不是当时社会流行的或主流的思想观念则
是另外一回事。
其二，两个不同法系法学教育的不同风格，也影响到法理学。
我国现在法理学教学的状况是典型的民法法系从概念出发、从理论出发思路的体现，因此法理学更显
出其基础性和重要性。
对比美国这样的普通法法系国家，由于思路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因此法理学首先不必在“基础教育”
方面下气力，于是从体例到内容都有了自由发挥的余地。
 在我国，法学硕士阶段的大多数专业，会开没法理学的课程或专题讲座。
自然，这个时候的法理学，在体例、取材、内容上都比拘泥于打基础的本科阶段法理学更具理论性，
在信息的广泛方面，在对思维、思考的启发方面，在论题的深度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加强或提高。
总体而言，这对于增厚学生的法学理论素养肯定是有帮助的。
按照“法学阶梯”的比喻，从本科到硕士或再到博士，法理学的教学也是按照逻辑，一步一个台阶地
进阶而行的。
 稍微有一点不同的是在“法律硕士”方面。
法律硕士的教学一定程度上担负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顾及很多学生是非法学专业“出身”；
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他们的学习处在研究生阶段。
也就是要同时顾及基础与提高。
这使得法律硕士的法理学学习好像是处在第一台阶与第二台阶之间，某种程度上讲，同时做好两件事
在有限的时间内是不大容易的。
好在法律硕士的教学可以采取相对灵活的方式，并且由于它与美国的具有一些可比性，虽然所属法系
不同导致法律教育有很多结构性的差异，但是可以借鉴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比如课程体例灵活而不必拘泥于严格的、“大而全’’的体系；可以用专题来钩织一种靠近现实话题
的、“实用”的学术框架；侧重于启发而不是叙述或阐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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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理学与比较法(第2版)》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学，特别是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法理学课程
，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教学用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理学与比较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