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刑法读后感 刑法学讲义读后
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刑法读后感篇一

碍于过长的阅读周期和暑期读不完的论文，读到大概第六章
就停止了。

全书可分作两部分，前一部分为1-3章，主要讲述刑法基础知
识、犯罪和刑罚；后一部分基本上是对法条的案例阐述。

看到一条热评说，此书从装帧到内容，都有一种基于赶工的
拼凑之感。确实，自己在阅读时也发现有毛边、正版书错别
字等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书籍内容上的详实和精彩，在此记
录一些学习到的法律观念。

1、法律要追求共性的良善而不是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此才
能够在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加以制衡。刑法是对人最低的道德
要求，积极道德主义不可取。

2、法律在行为正义与结果正义中平衡：由法益入罪，由社会
道德规范出罪。

3、思考问题的方法：考虑其存在的核心目的，考虑其带来的
社会影响。

4、不追求极端的清晰：适当模糊给予司法机关监察和灵活使
用的机会。过于“规矩”的法律会牺牲公民个人的尊严、权



利与自由。

5、结果平等，往往更倾向于弱者。

6、定罪量刑：考虑客观行为和主观意愿。

7、法律的基本逻辑原则是报应而不是预防。法律来自经验而
不是纯粹的逻辑。国家是来源于民众所放弃的权利。

8、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在扩大义务时，需要思考相应扩
大的权利。

9、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看重的事情上附上不着边际的价值。这
个世界存在大量互相冲突的价值，冲突不意味着善恶对立，
很多时候是善与善的冲突。爱憎之间，所宜详慎。

另，读书时罗翔老师有一句话令人深受触动。“法律人要学
会谦卑地听取民众朴素的声音。人道主义很容易因着对人类
的抽象之爱，而放弃对具体之人的责任。”

虽然“张三犯罪实录”是以一种活泼的方式走进人们视野的，
但这与罗翔老师真正是一位脚踏实地、肩负尊严的法律人是
毫不冲突的。

刑法读后感篇二

读完一本书以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
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怎么能落下！到底应如何写读后感
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论犯罪与刑法的读后感，供大家
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在浩如烟海的法学著作中，有本著作绝对堪称旷世经典之作，
它就是意大利著名的学者特萨雷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
罚》。近日，我阅读了该书的中文译本，翻译者是黄风，由



中国法制出版社于20xx年出版。

要想比较好地理解一本书的内容，必须先从了解作者的时代
背景和作者其人入手，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
所要表达和传递的思想。贝卡里亚（beccaria）于1738年出生
于意大利米兰，20岁便从帕维亚大学法律系毕业。当时正处
在欧洲启蒙思想运动时期，贝卡里亚热爱读书，思想如椽，
论理雄辩，他不仅兴趣广泛，知识体系宽广，而且极富想象
力和逻辑力。贝卡里亚在24岁那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学的
论文。25岁那年写下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该书的出版，
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贝卡里亚也因此获得了巨
大的欢迎和尊重，当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该书的问世，好比黑暗中刺破夜空
的闪电，又好比撕开乌云的阳光，给了当时的欧洲社会以极
大的启发。我认为，只有具有极强的民主和自由精神，只有
具有极强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推理能力，只有具有极强的社会
责任感和对真理的无限向往，才能写出这样的惊世骇俗的文
字。如果没有超乎想象的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极大的勇气，
25岁的年青人也不敢写出这么一本书。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
在当时和后世受人称赞和佩服的原因吧。

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里亚提出了很多的观点。其
真知灼见，痛陈社会沉疴，而且提出了解决办法。伏尔泰语
重心长地写到：《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具有宝贵的精神
价值，好似服用少许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良药一样。当我阅读
她时真感到解渴。由此我相信：这样一本著作必定能消除在
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中残存的野蛮内容。就篇幅而言，该书
绝对只能算是一本小书，全书就六七万字而已，还不如现今
很多法学博士的学位论文的字数多。但是，这本书的确是很
伟大，该书提出了很多为后世所采纳的刑法学观点，如罪刑
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刑罚人道化等。

该书不仅仅是本刑法学的书，它所涉及的法学学科很多，包
括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立法学，社会学等丰富内容。足



见作者的知识体系的庞大，逻辑思维的严密。虽然，任何的
事物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但是，时隔200多年，作为后世学
习法律之人的我们即便是站在21世纪审视这本书，依然觉得
它的思想中散发着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
和时代往前发展的趋势。我们要发展经济，没有好的物质基
础，我们一样很难实现自由，因为那样的话，很多事情都会
因为囿于物质条件而做不了。同时，我们也要自由，要民主，
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不是真正的现代社会，没有民主的
现代化，所有的现代化都是自欺欺人的。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是基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和上帝创世说而展开的。该书认为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自己大
部分的自由而分割出小部分的自由给君主而形成的自由的集
合就是君主的公权力的来源。同时他认为除了全知全能的造
物主上帝外，没有人可以自命公正地处罚任何人。而我们国
家的法学理论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上马克思认为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是统治者和统治被统
治阶级的工具。在贝卡里亚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法律是维持社会民主和社会正义的契约。在法律面前，人人
生来平等。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阶级的话，是不会
有国家和法律的，正是因为有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所以
才需要法律和维护的统治秩序。

可见，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学和资本主义的法学在理论前提上
是存在很大的区别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鉴他们思想中
的积极成分和科学成分。所谓取其精华。在贝卡里亚的这本
书中，虽然没有大篇幅地振臂大呼民主和自由，但是，作为
读者的我却在书中看到的都是闪耀着理性光芒的思想，那就
是平等，自由，民主，反对君权，反对神权，反对。虽然没
有大量笔墨地写民主，但是却无一处不在谴责着当时的野蛮
的刑事司法制度。这集中地反映在贝卡里亚对于刑法原则的
论述，对有罪推定的论述，对死刑的存废的论述等篇章中。

合上《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脑中一直想着书后最后一



句话，那句话实在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堪称真理。为了不使
刑罚成为某人或者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
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
量轻微的、和犯罪的并由法律规定的。这句话很睿智地道明
了现代刑罚的几大原则：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审判公
开、刑罚及时性、刑罚及时性、刑罚人道化。纵观本书，尽
管并非无懈可击，200年后的我看来它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但
是，这本书所闪耀的精神是最耀眼的，这也使得它成为历史
上最耀眼的刑法学著作。所以一代代又一代的读者会继续阅
读它。我看到最多的是贝卡里亚那个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心、
那颗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心、那颗散发着理性与博爱的心。
因为有了很多象贝卡里亚这样的学者、智者，人类的知识宝
库才会如此丰富。感谢贝卡里亚，因为有了他的智慧和勇气，
我们后世才能看到这么经典的刑法学著作。

刑法读后感篇三

法律讲求严谨和表述的绝对准确，所以阅读和解释法律必然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一不小心就又变成了律法的翻版，这
本书名声在外，加之比较想了解一些法律的知识。

短视频平台铺天盖地的推荐。包括看了这本书的评价，个人
觉得稍微言过其实了，这本书以就是法律例子外加条款的简
化，普通人读起来依旧枯燥完全没有罗粉说的那么生动活泼。
让人哈欠连连，且许多文邹邹的词，读起来不甚顺口。

刑法读后感篇四

刑法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遥远，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违法
事件，但刑法学内容严谨、枯燥、繁复，我们对于违法行为
并不知道怎么处理。知法才能守法，懂法才能用法，罗老师的
«刑法学讲义»，从整个刑法框架讲起，包含犯罪论、刑罚论
再到具体罪名的定罪量刑，使用了大量虚构或真实的案例进



行分析，能让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刑法学的基本内容，并
可以学到如何用法学的思维看待日常生活。

如果仅仅是将刑法知识进行分析讲解，充其量不过是一本法
律科普书，但罗老师的«刑法学讲义»最精彩之处远远不止于
此。在书中，罗老师充分体现出一个法律工作者对正义的追
求和对民众的关怀，理性而不失温度，感性而不失高度。

罗老师反复指出，“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
家”，刑杀之权是一种有国家垄断的暴力，比犯罪更可怕的
是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如果刑罚权不受法律约束，虽然某
些重犯可能被处以极刑，满足人们刹那的快意，但刑罚一旦
不受控制的被滥用，那么无数善良的民众可能受到无端罹祸。
所以，罪刑法定要实现权力分立，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它必须兼顾天理人情，不断地在各种利益中寻找一个最佳的
平衡点。罗老师对很多法律人士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喜欢
做理性人的假设，站在事后角度开启上帝视角，玩弄技术条
款，以事后诸葛亮的冷漠和傲慢来忽视民众的声音。所
以，“民众朴素的正义情感，是刑罚的首要基石”。

法律是一种平衡的艺术，要在诸多对立观点之中寻找折中，
刑法在决定是否发动刑罚权的时候，既要考虑是否侵犯他人
法益，也要考虑是否违反了伦理道德。“刑法只是对人最低
的道德要求”，我们普通人往往看重道德而忽视法律，以我
们个人的感受来主张法律，主张严惩犯罪分子，但如果用刑
法来推崇道德完美主义，看似良善的愿望往往会被引入歧途。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作为一个有知识受过教育的人，也
许你我都觉得我们是个“懂法”的人，然而，当你看完这本
书，你会知道，我们对于法律的无知，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
象。



刑法读后感篇五

由于疫情的因素，导致学生们只能在家上网课。在这种情况
下，罗翔带着他的刑法课走进我们视线中。

在很多人眼中，刑法课应该是呆板、无趣的。但是，在罗翔
老师的口中，变得生动有趣起来。有人评价他的课：像相声
一样，可以勾起他们学习的兴趣。

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罗翔老师在b站，拥有超过450万粉
丝，深受广大网友们的喜爱。为了让门外汉，能够更好的了
解刑法相关知识。罗翔老师的《刑法学讲义》问世。罗翔老
师是湖南耒阳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还是中国政法大
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

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是刑法学、刑法哲学、经济刑法等，随笔
集有《圆圈正义集》，还有普法普及读物《刑法学讲义》。
《刑法学讲义》主要从刑法基础知识，犯罪，刑罚，危害公
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罪等入手，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完全满足读者
要求。

其实，在生活中，人们对刑法的认知几乎为零，就连相关专
业的人员，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平时遇到事情，
很少有人想起拿法律保护自己。但学习相关刑法知识，能够
有效避免出现类似的风险，获得更多的机遇。

01、刑法是什么

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需要相应的法律来保护每个人的
权益。

对于刑法出现的目的，一直都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为了维护
一定的伦理秩序，违反了伦理规范，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



所有要对它进行惩罚。另一种是，认为犯罪是对法律要保护
的利益侵犯，惩罚犯罪只是为了保护结果意义上的一种法律
意义。

其实，我国的刑法更多的是一种折中，是一种平衡艺术，刑
法既需要考虑法益侵犯说，还需要考虑规范违反说。试图在
两种对立观点中，寻找一种折中。但是，现实中没有最完美
的折中，只有一种相对完美的折中。

02、要想学好刑法，我们首先要明白犯罪的概念。我国刑法
对犯罪这个词，有个很长的定义。

简单的来讲，犯罪具有三个很明显的特征：第一是犯罪的刑
法特征。它在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规定。比如，有人从国外走
私一些货物。由于那人偷逃税额数据比较大的。那么这人就
会构成走私罪，他违反了法律规定。

第二是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如果一种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那么它就不被认为犯罪。具体的标准需要参考对刑罚权的第
二层限制。如，十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六周岁的男少年，同
不满十四周岁的女少年，恋爱后发生关系。这种情况下，会
被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三是后果上需要承担惩罚的行为。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
罚是犯罪的应然后果。

刑罚是犯罪行为中最主要的法律后果，无罪不罚是刑罚的底
线。相对而言，刑罚是最严厉的一种惩罚措施。刑罚分为主
刑和附加刑。所谓的主刑是指它只能独立适用的主要刑罚方
法，不能附加适用，对一种罪行只能适用一个主刑。主刑包
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及死刑。

附加刑是指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又叫从刑。它既可以
作为主刑的附加刑使用，又可以独立使用。包括罚金、没收



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如果张三受贿500万，被判
没收财产500万。其实，最终是从张三的个人财产中缴纳1000
万。因为有500万叫做追缴犯罪所得，还有500万属于没收财
产。

03、刑法会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等
方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因此，我国刑法的量刑就
应运而生。

而酌定情节是指在刑法明文规定之外的，人民法院从审判经
验中总结出来，在刑罚裁量时可以依据犯罪动机、手段、时
间、地点灵活酌情适用的情况。这就好比，你光天化日之下
杀人和夜黑风高之下杀人，前者的情况更加恶劣，处罚起来
也会重一点。

那么罪犯选择自首，刑法中又是如何定义的呢？

首先，我们要高清自首的概念。所谓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
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最新。自首有多种情况，包括本人主
动自首、亲友规劝后陪同自首，还有代首和送首。如果本人
不愿意主动投案，亲友五花大绑送到公安机构，这种“送
首”行为不属于自首。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案例，女子和男友
发生争吵，一气之下捅死男友。事后，女子给父母打电话说
明这件事，并表示自己不孝。这个时候，父母打电话报警，
同时驱车赶往案发现场。

期间，父母又给女儿打电话劝导，表明已经报警。而女儿还
是准备寻死，正当她犹豫不决时，警方赶到。这种情况，女
子是算自首的。因为女子父母报警后，女子并没有出现逃跑，
这意味她具有自愿主动接受司法处罚的意念。司法解释也规
定了这种现场候捕型自首。犯罪后主动报案虽然没有表明自
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罪行，
或者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抓捕时无拘捕行为，这
种叫“能逃而不逃型”自首。



刑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条文，在处理案件时，我们需要根据
犯罪动机、时间、地点等多因素进行分析。最终，做出正确
的处罚。

04、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身边发生的一个个惨案，觉得很不
可思议。明明是很简单的法律问题，但他们却对法律缺乏基
本的认识，只能依靠暴力，或者其他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学习基本的法律，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知法才能
守法，懂法才能用法。每个人都应该距离法律近一点，这样
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