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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提示： 本章内容较重要，以前出判断题，以后仍有可能

出题。本章重要知识点包括：法律意识、法律推理、法律解

释、法律意识的分类 #1、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新内容） 一

、法律意识★ 1、概念； 2、分类； 二、法律思维方式（新内

容）★ 简述法律思维方式的特点 来源：www.examda.com 1、

法律思维方式的概念。 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根据法

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

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

思维方法。 2、法律思维方式的特点。 (1) 它是一种规范性思

维方式。即只有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2)它是以人性恶的立场思考社会现象和预测人的行为的思

维方式。(3)它是一种求实的思维方式。(4) 它是一种利益性思

维方式。这是由法律的权利本位决定的。(5)它在审判活动中

应是一种确定性的单一思维方式。 #2、法律渊源的识别★ 一

、法律渊源的概念； 二、法律渊源的识别； 三、法律渊源的

主要表现形式； #3、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重点：分析、论

述）★ 一、法律推理 1、法律推理的概念。法律推理是指以

法律与事实两个已知的判断为前提，运用科学的方法 和规则

，为法律适用提供正当理由的一种逻辑思维活动。法律推理

可以按其方法分为形式推理和辩证推理。 2、其特征表现为

： (1)它是法律适用中的一种思维活动。 (2)它以法律与事实

为两个已知的判断作为推理的前 提。(3)运用多种科学的方法



和规则进行。 (4)其目的是为法律适用结论提供正当理由。 二

、法律解释★ 1、法律解释是指有权的国有机关，依据一定

的标准和原则，遵照法定的 职权和程序，对各种法律性资料

的法律意义所作的解释。 2、法律解释的主体只能是有权的

国家机关，其对象主要包括由立法机关所创立的各种法律性

资料和基于法律诉讼而出现的各种法律事实。法律解释既是

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又是法律实施的重要前提，它具有以

下特征：(1)合宪性特征。 (2)专门性特征。 (3)与法律适用密

切联系，具有与待处理案件的关联性特征 3、法律解释的意

义来源：www.examda.com (1)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法

律适用过程是法律推理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律条文适用的过

程。 (2)法律解释是克服成文法僵化的工具，成文法制定出来

就固定不变，而生活是变化的，要 克服这种僵化，一种办法

就是用法律解释来弥补它的缺点。 (3)法律解释是补充法律漏

洞，发展、完善成文法律的有效工具。成文法制定以后，不

能 随意废立，但社会却不断发展，为弥补成文法与社会发展

而形成的矛盾，就需要适用法律解释来弥补这个漏洞。如《

刑法》中关于宗教组织规定并很具体，出现法轮功后，最高

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 4、法

律解释的原则 法律解释的原则一般可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

则，其基本原则包括： (1)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路线，这是总的指导思想，是政治方向保证。 (2)坚持实事求

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这是我党的思想在法律解释工作中的

具体体现。 (3)以宪法为指导的原则。它是各项法律工作的基

本法律依据。 其具体原则包括：来源：www.examda.com 1）

、合法性原则。即解释主体合法性、法律解释权限的合法性



和解释程序的合法性三方面的 统一。(1)主体的合法性，只有

哪个机关制定的法律，哪个机关或它的上级机关才有权解释 

。如狭义上的立法解释只能由人大常委会来进行，司法解释

由最高人民检察和最高人民法院 来进行。(2)法律解释权限的

合法性。解释的主体只能在权限范围内进行解释。(3)解释程

序的合法性。 2）、客观性原则。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其实

质是一种客观标准，包括：立法者原意，成文法字里行间的

原意：公序良俗，公平正义观念等。对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

求是实现法治的关键环节。 3）、合理性原则。法律解释的

合理性，要求法律解释主体在解释法律的时候，进行审慎的

价 值选择，社会普遍承认的法律价值观念中的理性因素应被

突出。 三、法律解释的方法（了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