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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 

《法律职业伦理》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类法律

事务专业（专科）必考的课程，是为了培养和检验自学应考

者掌握法律伦理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以及应用能力设置

的一门专业课程。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设置的目标是：法律职业伦理旨在对刚刚接触法

律专业的学生进行与法律有关的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

认知。一个合格的法律人的素养包括两方面，一则是专业技

能的素养，二则是职业伦理素养。职业伦理素养在当今的培

育体系中虽略显薄弱，但法律人的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法

治的效果和前景。从广义上说，法律职业伦理作为法律职业

共同体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遵循的规范和准则，有着自己独

特的体系、逻辑和评价标准，对学生今后的法学专业学习有

极强的引导性的现实意义。 

本课程要求在学习完相关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通过对

法律职业伦理进行相应学习，掌握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上法

律职业行为规范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及法律职业者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通过汲取案例中的经验教训，自觉避免在未来

的职业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法律职业伦理概说 

一、课程内容 

（一）法律职业伦理的内涵和渊源 

1．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内涵 

2．法律职业伦理的渊源 

（二）法律职业伦理的特征 

1．法律职业伦理的主体特征 

2．法律职业伦理的职业特征 

3．法律职业伦理的实践特征 

（三）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准则 

1．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体系的结构 

2．确立法律职业伦理基本准则的依据 

3．法律职业伦理基本准则的内容 

（四）法律职业伦理的功能 

1．调节功能 

2．示范功能 

3．提升功能 

4．辐射功能 

二、自学要求 

1．了解伦理及伦理与法律的关系。 

2．掌握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区别。 

3．掌握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特征与基本构成要素。 

4．掌握法律职业伦理的渊源。 



5. 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主体特征、职业特征、实践特

征。 

6．了解确立法律职业伦理基本准则的依据。 

7. 掌握法律职业伦理基本准则的内容。 

8. 掌握法律职业伦理的功能。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法律职业伦理的内涵和渊源 

1. 识记：（1）法律职业伦理的几个特征；（2）法律

职业伦理的基本构成要素；（3）法律职业伦理的渊源。 

2. 掌握：（1）伦理与法律的关系。 

3. 简单运用：（1）叙述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的区别。 

（二）法律职业伦理的特征 

1．掌握：（1）法律职业伦理的主体特征；（2）法律

职业伦理的职业特征；（3）法律职业伦理的实践特征。 

2. 简单运用：（1）简述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对我国的

意义有哪些。 

（三）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准则 

1．识记：（1）法律职业伦理基本准则的内容。 

2．领会：（1）确立法律职业伦理基本准则的依据。 

（四）法律职业伦理的功能 

    1. 综合运用：（1）以案例揭示法律职业伦理的调节功

能、示范功能、提升功能或辐射功能。 

 

第二章  法律职业伦理要素 



一、课程内容 

（一）法律职业理想——实现公平正义 

（二）法律职业态度——勤勉、谨慎 

1．勤勉 

2．谨慎 

（三）法律职业责任——抑恶扬善、扶弱济困 

1．抑恶扬善 

2．扶弱济困 

（四）法律职业义务——忠于职守、为民服务 

1．忠于职守 

2．为民服务 

（五）法律职业良心——诚实信用、爱憎分明 

1．诚实信用 

2．爱憎分明 

（六）法律职业纪律——严明 

（七）法律职业信誉——清廉、正直 

1．清廉 

2．正直 

（八）法律职业荣誉——法律至上、宪法为尊 

1．法律至上 

2．宪法为尊 

二、自学要求 

1．掌握法律职业伦理要素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2．了解法律职业理想的具体内涵。 



3．了解法律职业态度中勤勉、谨慎的内涵及关系。 

4．了解法律职业责任的实质内涵。 

5. 了解法律职业义务的概念。 

6．了解法律职业良心的具体内容。 

7. 掌握法律职业纪律的具体内涵。 

8. 了解法律职业信誉的内容。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1. 识记：（1）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体系具体包括哪三类；

（2）法律职业伦理的要素；（3）掌握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

准则。 

（一）法律职业理想——实现公平正义 

1. 领会与简单运用：（1）实现公平正义的具体内涵。 

（二）法律职业态度——勤勉、谨慎 

1．领会：（1）勤勉的内涵及具体表现；（2）谨慎的

工作态度对法律职业者的要求。 

（三）法律职业责任——抑恶扬善、扶弱济困 

1．领会：（1）抑恶扬善的具体内涵；（2）扶弱济困

的具体内涵。 

（四）法律职业义务——忠于职守、为民服务 

1．领会：（1）了解忠于职守的具体表现；（2）了解

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 

（五）法律职业良心——诚实信用、爱憎分明 

1．领会与简单运用：（1）法律职业良心的具体表现；

（2）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表现及内涵；（3）爱憎分明的内



涵。 

（六）法律职业纪律——严明 

1．识记：（1）法律职业纪律的内容；（2）违反法律

职业纪律所应承担的责任。 

（七）法律职业信誉——清廉、正直 

 1. 领会：（1）清廉的具体内容；（2）正直的具体内容。 

（八）法律职业荣誉——法律至上、宪法为尊 

 1. 领会：（1）法律职业荣誉的内涵。 

 

第三章  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建设 

一、课程内容 

（一）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建设概述 

1．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伦理 

2．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重要意义 

3. 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方法 

（二）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 

1．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概述 

2．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教育的目的与原则 

3．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的方法与手段 

（三）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约束 

1．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规范的形式 

2．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规范的外在约束力 

3．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规范的内在约束力 

（四）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养成 



1．影响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养成的环境因素 

2．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修养 

3．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养成的制度保障 

4．建立完善的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评价机制 

二、自学要求 

1．掌握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建设的意义。 

2. 了解人治与法治的内涵。 

3. 了解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建设的方法。 

4. 掌握教育的三要素。 

5. 掌握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三要素。 

6. 掌握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教育的原则。 

7. 掌握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的几种方法。 

  8. 了解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规范的外在约束力与内

在约束力。 

  9. 了解影响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养成的环境因素。 

  10.掌握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修养的途径。 

  11.掌握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修养的几种方法。 

  12.掌握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养成的制度保障。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建设概述 

1．简单运用：（1）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

意义。 

（二）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 

1．识记：（1）教育的基本要素；（2）法律职业道德与



职业伦理教育的基本要素；（3）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教育

的原则；（4）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教育的方法。 

（三）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约束 

1. 掌握：（1）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规范的形式； 

2. 综合运用：（1）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规范的外在

约束力；（2）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规范的内在约束力。 

（四）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养成 

1．识记：（1）影响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养成的环境

因素；（2）培育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修养的途径；（3）

培育法律职业道德职业伦理修养的方法；（4）法律职业道

德与职业伦理养成的制度保障。 

 

第四章  法律职业责任 

一、课程内容 

（一）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责任的关系 

1．法律职业责任的界定 

2．法律职业道德、伦理与职业责任的关系 

（二）法律职业责任的构成 

1．法律职业责任的构成的概念 

2．法律职业责任构成的意义 

3．法律职业责任的主体要件 

4. 法律职业责任的客体要件 

5. 法律职业责任的主观要件 

6. 法律职业责任的客观要件 



（三）法律职业责任的追究 

1．法律职业责任认定标准 

2．法律职业 

3．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规范的内在约束力 

（四）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养成 

1．影响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养成的环境因素 

2．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修养 

3．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养成的制度保障 

4．建立完善的法律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评价机制 

二、自学要求 

1．掌握法律职业责任的概念及特点。 

2．法官职业伦理的演变及其特征。 

3. 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的作用。 

4. 掌握法律责任的几种形式。 

5. 掌握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责任的联系与区别。 

6. 了解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责任的关系。 

7. 掌握法律职业责任构成的要件，包括主体要件、客体

要件、主观要件、客观要件。 

8. 掌握法律职业责任认定应坚持的标准。 

9. 掌握法律职业责任追究的原则。 

10. 了解法律职业责任追究的程序。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责任的关系 

1．识记：（1）法律职业责任的含义；（2）法律职业责



任的特点；（3）法律职业责任的几种形式；（4）法律职业

道德与法律职业责任的联系与区别。 

2．简单运用：（1）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责任的关系。 

（二）法律职业责任的构成 

1．识记：（1）法律职业责任构成要件；（2）法律职业

责任构成的主体要件；（3）法律职业责任构成的客体要件； 

（4）法律职业责任构成的主观要件；（4）法律职业责任构

成的客观要件。 

2. 简答运用：（1）研究法律职业责任构成的意义； 

（三）法律职业责任的追究 

1．识记：（1）法律职业责任认定的标准；（2）法律职

业责任追究的原则；（3）程序公正原则的具体内涵。 

2．领会：（1）法律职业责任追究的相关程序。 

 

第五章  法官职业伦理 

一、课程内容 

（一）法官职业伦理概述 

1．法官职业化与职业法官的特征 

2．法官职业伦理的演变及其特征 

3. 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的作用 

（二）法官职业伦理要素 

1．忠诚司法事业 

2．保持司法公正 

3．确保司法廉洁 



4. 坚持司法为民 

5. 维护司法形象 

（三）法官职业责任 

1．我国法官职业责任的基本内容 

2．我国法官职业责任的完善 

（四）法官职业伦理的培育 

1．法官职业伦理的教育 

2．法官职业伦理的自我修养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法官职业的产生及职业法官的特征。 

2．了解法官职业伦理的演变。 

3. 掌握法官职业伦理的特征。 

4. 掌握法官职业伦理的作用。 

5. 了解忠诚司法事业具体要求。 

6. 掌握保证司法公正具体做到几方面要求。 

7. 了解确保司法廉洁的具体内容。 

8. 掌握法官职业伦理的几大要素。 

9. 了解法官职业责任的基本内容。 

10.了解法官职业伦理的教育过程及方式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法官职业伦理概述 

1．识记：（1）职业法官的特征；（2）法官职业伦理的

特征；（3）法官职业伦理有哪些作用。 

2．领会：（1）法官职业伦理是如何演变的。 



（二）法官职业伦理要素 

1．识记：（1）掌握法官职业伦理要素；（2）保证司法

公正的具体要求。 

2．领会：（1）忠诚司法事业的具体要求；（2）了解如

何确保司法廉洁。 

（三）法官职业责任 

1．识记：（1）法官需要追究职业责任的行为。 

2．领会：（1）我国法官职业责任的责任形式；（2）法

官职业责任的责任适用。 

（四）法官职业伦理的培育 

1．领会：（1）法官职业伦理教育的教育过程；（2）法

官职业伦理教育的方式方法。 

2.综合运用：（1）如何提高法官职业伦理的自我修养。 

 

第六章  检察官职业伦理 

一、课程内容 

（一）检察官职业伦理概述 

1．检察官制度的发展与检察官职业特点 

2．法官职业伦理的概念和特征 

3. 加强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的意义 

（二）检察官职业伦理要素 

1．坚持忠诚品格，永葆政治本色 

2．坚持为民宗旨，保障人民权益 

3．坚持担当精神，强化法律监督 



4. 坚持公正理念，维护法制统一 

5. 坚持廉洁操守，自觉接受监督 

（三）检察官职业责任 

1．检察官职业责任的概念 

2．检察官的纪律责任 

3. 检察官的刑事责任 

（四）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培育 

1．检察官职业伦理教育 

2．检察官职业伦理修养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检察官职业及检察官制度的产生及产生的背景。 

2．掌握检察官职业的特点。 

3. 掌握检察官职业伦理的性质。 

4. 了解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的意义。 

5. 了解检察官职业伦理的要素。 

6. 了解检察官几种常见的违纪行为。 

7. 掌握检察纪律的种类及纪律处分的适用。 

8. 了解检察官开展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容。 

9. 了解如何培育检察官的职业伦理修养。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检察官职业伦理概述 

1．识记：（1）检察官职业的特点；（2）检察官职业伦

理的概念；（3）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的特点。 

2．领会：（1）检察官制度的产生及产生背景；（2）加



强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的意义。 

（二）检察官职业伦理要素 

1．识记：（1）坚持忠诚品格，永葆政治本色；（2）坚

持为民宗旨，保障人民权益；（3）坚持担当精神，强化法

律监督；（4）坚持公正理念，维护法制统一；（5）坚持廉

洁操守，自觉接受监督。 

（三）检察官职业责任 

1．识记：（1）几种常见的检察官违纪行为。 

2．领会：（1）检察官的纪律责任；（2）检察纪律处分

的适用；（3）了解受纪律处分者应当承担的后果。 

（四）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培育 

1．识记：（1）检察官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容；（2）如何

进行检察官职业伦理教育。 

2. 综合运用；（1）如何提高检察官职业伦理修养。 

 

第七章  律师职业伦理 

一、课程内容 

（一）律师职业伦理概述 

1．律师职业伦理的概念和特征 

2．律师职业伦理的基本构成 

3. 律师职业伦理的意义 

（二）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1．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2．牢记执业为民的宗旨 



3．坚定法治信仰 

4. 勤勉尽责，维护公平正义 

5. 诚实守信 

6. 热爱律师职业，珍惜律师声誉 

（三）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1．律师业务推广规范 

2．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规范 

3. 律师参与诉讼或仲裁的行为规范 

4. 律师与同行的关系规范 

5. 律师与执业机构的关系规范 

6. 律师与律师协会的关系规范 

（四）律师职业责任 

1．律师职业责任概述 

2．律师的纪律责任 

3. 律师的行政法律责任 

4. 律师的民事责任 

5. 律师的刑事责任 

（五）律师职业伦理的培育 

1．律师道德自律 

2．律师职业伦理教育 

3. 健全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体系 

4. 完善律师职业伦理评价系统 

5. 完善律师职业奖惩体系 

二、自学要求 



1．掌握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和特点。 

2．掌握律师职业伦理的基本构成。 

3. 了解律师职业伦理的意义。 

4. 了解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内容。 

5. 掌握业务推广行为规范、律师与委托人或当事人的关

系规范、律师参与诉讼或仲裁的行为规范、律师与同行的关

系规范、律师与执业机构的关系规范、律师与律师协会的关

系规范等内容。 

6. 掌握律师纪律处分的种类及相应的违规行为。 

7. 了解律师纪律处分的实施机构和程序规定。 

8. 了解律师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 

9. 如何对律师进行职业伦理培育。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律师职业伦理概述 

1．识记：（1）律师职业伦理的概念和特征；（2）律师

职业伦理的基本构成。 

2. 简单运用：（1）律师职业伦理的存在意义。 

（二）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1．识记：（1）我国律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 

（三）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1．综合运用：（1）律师业务推广规范；（2）律师与委

托人的关系规范；（3）律师参与诉讼或仲裁的行为规范；

（4）律师与同行的关系规范；（5）律师与执业机构的关系

规范；（6）律师与律师协会的关系规范。 



（四）律师职业责任 

1．识记：（1）律师纪律处分的种类；（2）律师违规行

为的种类。 

2. 领会：（1）律师纪律处分的程序；（2）律师的行政

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 

（五）律师职业伦理的培育 

1．综合运用：（1）律师职业伦理如何培育。 

 

第八章  仲裁员职业伦理 

一、课程内容 

（一）仲裁员职业伦理概述 

1．仲裁员职业伦理 

2．仲裁员职业伦理规范的意义 

（二）仲裁员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1．公正与独立 

2．主动披露与回避 

3．勤勉 

4. 应避免的情形 

5. 保密 

6. 收取报酬 

7. 相互尊重 

8. 提高水平 

（三）仲裁员职业责任 

1．仲裁员责任观 



2．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的构建 

（四）仲裁员职业伦理的培育 

1．自律 

2．当事人的监督与评价 

3. 仲裁机构的教育和管理 

4. 司法监督 

二、自学要求 

1．掌握仲裁的概念。 

2. 掌握仲裁员职业伦理规范的意义。 

3. 掌握仲裁员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4. 了解仲裁员的责任观。 

5. 了解我国仲裁员的法律责任与纪律责任。 

6. 了解仲裁员职业伦理的培育路径。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仲裁员职业伦理概述 

1. 识记：（1）仲裁的概念；（2）仲裁员职业伦理规范

的意义。 

2．领会：（1）仲裁员职业伦理。 

（二）仲裁员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1．领会：（1）了解仲裁员伦理的基本内容。 

（三）仲裁员职业责任 

1．领会：（1）仲裁员责任观；（2）我国仲裁员法律责

任；（3）我国仲裁员的纪律责任。 

（四）仲裁员职业伦理的培育 



1．简单运用：（1）了解仲裁员职业伦理培育的途径。 

 

 

第九章  公证员职业伦理 

一、课程内容 

（一）公证员职业伦理概述 

1．公证及公证员的职业定位 

2．公证员职业伦理的概念和特征 

3. 加强公证员职业伦理建设的重要意义 

（二）公证员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 

2．忠于事实和法律 

3．爱岗敬业，规范服务 

4. 加强修养，提高素质 

5. 清正廉洁，同业互助 

（三）公证员职业责任 

1．公证员的纪律责任 

2．公证员的行政责任 

3. 公证职业民事责任 

4. 公证员的刑事责任 

（四）公证员职业伦理的培育 

1．提高公证员的自律意识 

2．加强公证员职业队伍建设 

3. 落实公证工作“两结合”管理体制 



4. 健全公证监督机制 

5. 完善公证员职业保障体系 

二、自学要求 

1. 掌握公证员职业伦理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加强公证员职业伦理建设的意义。 

3. 了解公证员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4. 了解公证员的纪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

责任。 

5. 了解如何培育公证员职业伦理。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公证员职业伦理概述 

1．识记：（1）公证员职业伦理的概念和特征。 

2. 领会：（1）公证及公证员的职业定位；（2）加强公

证员职业伦理建设的重要意义。 

（二）公证员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1．领会：（1）了解公证员职业伦理的五项基本内容。 

（三）公证员职业责任 

1．领会：（1）公证员的纪律责任；（2）公证员的行政

责任；（3）公证员的民事责任；（4）公证员的刑事责任。 

（四）公证员职业伦理的培育 

1．简单运用：（1）如何培育公证员的职业伦理。 

 

第十章  行政执法人员的职业伦理 

一、课程内容 



（一）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概述 

1．行政执法概述 

2．行政执法活动的职业特点 

3. 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建设的特点 

4. 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建设的核心 

5. 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的原则 

（二）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的基本要素 

1．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2．忠于职守、勤勉尽责 

3．遵守法纪、严守秘密 

4. 实事求是，秉公执法 

5. 文明执法、民主管理 

（三）行政执法人员职业责任 

1．道义责任 

2．政治责任 

3. 纪律责任 

4. 法律责任 

（四）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的培育 

1．加强职业伦理教育 

2．加强职业伦理立法 

3. 完善监督机制 

4. 注重实践砥砺 

5. 建立促进职业伦理的利益激励机制 

二、自学要求 



1．了解行政执法的概念及功能。 

2．了解行政执法活动的职业特点。 

3. 了解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的特点。 

4. 了解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的核心。 

5. 了解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的原则。 

6. 了解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的基本要素。 

7. 了解行政执法人员的职业责任。 

8. 了解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如何培育。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一）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概述 

1．领会：（1）行政执法的概念及功能；（2）行政执法

活动的职业特点；（3）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建设的特点；

（4）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建设的核心；（5）行政执法人

员职业伦理的原则。 

（二）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的基本要素 

1．领会：（1）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的几个基本要素。 

（三）行政执法人员职业责任 

1．领会：（1）道义责任；（2）政治责任；（3）纪律责

任；（4）法律责任。 

（四）行政执法人员职业伦理的培育 

1．简单运用：（1）行政执法人员伦理培育的几种方式。 

 

第十一章  法律学者职业伦理 

一、课程内容 



（一）法律学者职业伦理概述 

1．法律学者的定位 

2．法律学者职业伦理的特点 

（二）法律学者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1．创造、传播与传承法治文明的使命 

2．求是、严谨、规范的学术道德 

3．高尚的师德 

（三）法律学者职业伦理的培育 

1．法治使命感的养成 

2. 学术道德的培育 

3. 师德的培育 

二、自学要求 

1．了解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性质及法律学者是否属于法律

职业共同体。 

2. 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特点。 

3. 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4. 了解如何培育法律学者的职业伦理。 

三、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法律学者职业伦理概述 

1．领会：（1）法律学者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关系；（2）

法律学者职业伦理的特点。 

（二）法律学者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1．领会：（1）法律学者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三）法律学者职业伦理的培育 



1．领会：（1）了解如何培育法律学者的职业伦理。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 I )、领会（ II )、

简单运用（ III )和综合运用（ IV ）四个层次规定其

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这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等级关系。

四个能力层次的含义分别是： 

识记（ I )：要求考生识别和记忆知识点的主要内容，

如定义、特点、原则等，并做出正确的表述、判断和选择。 

领会（ II )：要求考生能够全面领悟和理解相关知

识点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能掌握和分析有关概念和原理

的区别与联系，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对相关问题做出

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简单运用（ II )：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掌握的知识

点，分析相关问题，得出正确的判断或结论，并能正确地把

分析过程表达出来。或者能运用本课程的个别知识点，简要

分析和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简单问题。 

综合运用（ IV )：要求考生能够综合运用本课程的

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

际问题。或者能综合运用本课程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

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的高低

不是一个概念。试题的难易程度是指思维过程的复杂程度和

分析处理的简繁、技巧。能力层次体现的是法律职业伦理相

关知识点的理解程度，以及对法律职业伦理的综合运用能力，



在各个层次中，有不同难易度的试题，切勿混淆。 
相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制定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及其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结

合自学考试特点而确定。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

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度广度，

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社会助学组

织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自学者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

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自学要求 

本大纲根据法律事务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规定了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学习的内容、范围与标准，其目的是

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在

自学时要求学生一定要依托大纲找准考点，吃透教材同时吸

收实践当中的知识，以更好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 

三、自学方法指导 

1.依托大纲，熟读教材 

大纲是自学和考试的依据，依托大纲来学习，有助于提

纲挈领地掌握全部教材的结构、逻辑，准确掌握考试的要求，

提高学习的效率。在掌握大纲要求的基础上熟读教材，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以及他们之间

的内在联系。 

2.全面把握，重点突出 



学习务必全面、系统，切忌无条理、无联系。为此，一

定要依据大纲所确定的基本线索，把握教材的各个部分的内

在联系，重点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运用

教材中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去解决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

于教材中的有关法律职业伦理的重要理论和制度的重点章

节，尤其应当作为重点来掌握。 

3.广泛阅读，学以致用 

本书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比较多，如果要进一步深入理

解教材的内容，还应当广泛阅读相关案例与判例；此外，法

律职业伦理虽然较为抽象，但其对我国法治化建设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学习的同时更应当关注其与自己的实

践相结合，以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践问题。 

四、应考指导 

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识记的知识点都将作为考核的

内容。课程中各章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

中会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中所规定的

考试内容是以分解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种知识

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考试者

应以各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认真复习和应考。 

五、助学建议 

1.应当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核目标，认真钻

研助学方案，找到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的特点和学习要求，

认真阅读教材，充实知识。 

2.要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自



学、应考者将识记、领会同应用联系起来，把基础知识和基

础理论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和

提高自学应考者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会助学者应当明确：在考试之日起 6 个月前，有全

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法规，都将

列入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

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 

六、命题考试的规定 

1.本课程命题考试的范围为本大纲各章所列考核知识

点规定的内容，试题的覆盖面全。 

2.本课程所涉考题的考试难度适中，旨在考察考生对外

国法制史的基础掌握情况。在一份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

求的分数比例约为：识记类 20%，领会类 30%，简单应用类

30%，综合应用类 20%. 

3.合理安排难度结构，做到难易适中。试题难易分为易、

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的分

数比例一般为：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 

4.本课程考试采用的题型主要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

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