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法律课读后感(通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法律课读后感篇一

?法律之门》这本书，虽然只是看了书里的第一章以及前面的
部分，但是感想和启发还是有很多的，我觉得这本书是需要
慢慢琢磨的，需要对法哲学有自己的一些感悟才不至于读起
来那么迷惑。

首先，说一下我对《法律之门》这本书的总体感觉。《法律
之门》给我的第一个启发是里面提倡的法律研究方法，书的
作者主张，我们不能单纯学法律而学法律，而是要把法律与
其他学科联系起来，从法的总体精神去理解法。我认为这一
点对于我们真正学好法律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待一些法律问
题时，得出的结论很多时候只停留在专业知识的层面，这样
的观点往往是狭隘的，不利于我们长远的学习，所以书中提
倡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另外，《法律之门》是一本很
有味道的书，它除了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一些英美法系的法律
知识，更多的是指导我们去思考问题，不仅是在引导我们思
考书中的问题，更多地是在传达给我们一种理念方法，让我
们掌握如何来分析问题，如何从被动看书转变为主动探究。

书的'开篇序言中就讲到，初读本书的人可以从前言、导言和
引言中获益，确实，在这些部分，也会有引起我们思考的问
题。引言中，作者给我们陈述了卡夫卡的一则寓言——法的
门前，第一次读了这个寓言的时候，感觉这个寓言所要表现
得是法律的威严及其具有神秘性，但是，对守门人最后说门
是为乡下人而设的但是乡下人最终还是没能见到法感到费解。



接着，看了卡夫卡拟续的一位教士和k关于这个寓言的讨论，
对这则寓言的寓意又有一个新的认识，但同时对这则寓言还
是留有同样的疑问。教士与k的争论点我认为是乡下人到底有
没有被守门人蒙骗，k在开始的时候认为乡下人是被蒙骗了，
而在教士与k在争论的过程中教士提出了真正受蒙骗的是守门
人的说法，守门人不了解门内情况，不知道自己其实从属于
乡下人，处于受蒙骗的状态，我觉得这两者都有理，但是重
新审视那责寓言，我又觉得他传达给我们的是法或许是虚无
缥缈的，但因为有乡下人的期待和守门人的存在，使得法的
存在是必要的。讲到这里，我想讲一下对后边提到的“坏的
秩序比根本没有秩序要好”这个问题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坏的秩序或许没有让所有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但坏的秩序
还是一种秩序，秩序的存在，起码生活在其中的人不会终日
惶恐不安，生活相对是安稳的，人们能慢慢适应秩序来调整
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秩序，人们的生活是处于动荡与
不安稳的，我认为，人们对于安稳生活的共同期待可能是使
得坏秩序也具有强制力的原因之一。

法律课读后感篇二

《法律之门》这本书，虽然只是看了书里的第一章以及前面
的部分，但是感想和启发还是有很多的，我觉得这本书是需
要慢慢琢磨的，需要对法哲学有自己的一些感悟才不至于读
起来那么迷惑。

首先，说一下我对《法律之门》这本书的总体感觉。《法律
之门》给我的第一个启发是里面提倡的法律研究方法，书的
作者主张，我们不能单纯学法律而学法律，而是要把法律与
其他学科联系起来，从法的总体精神去理解法。我认为这一
点对于我们真正学好法律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待一些法律问
题时，得出的结论很多时候只停留在专业知识的层面，这样
的观点往往是狭隘的，不利于我们长远的学习，所以书中提
倡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另外，《法律之门》是一本很



有味道的书，它除了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一些英美法系的法律
知识，更多的是指导我们去思考问题，不仅是在引导我们思
考书中的问题，更多地是在传达给我们一种理念方法，让我
们掌握如何来分析问题，如何从被动看书转变为主动探究。

书的开篇序言中就讲到，初读本书的人可以从前言、导言和
引言中获益，确实，在这些部分，也会有引起我们思考的问
题。引言中，作者给我们陈述了卡夫卡的一则寓言——法的
门前，第一次读了这个寓言的时候，感觉这个寓言所要表现
得是法律的威严及其具有神秘性，但是，对守门人最后说门
是为乡下人而设的但是乡下人最终还是没能见到法感到费解。
接着，看了卡夫卡拟续的一位教士和k关于这个寓言的讨论，
对这则寓言的寓意又有一个新的认识，但同时对这则寓言还
是留有同样的疑问。教士与k的争论点我认为是乡下人到底有
没有被守门人蒙骗，k在开始的时候认为乡下人是被蒙骗了，
而在教士与k在争论的过程中教士提出了真正受蒙骗的是守门
人的说法，守门人不了解门内情况，不知道自己其实从属于
乡下人，处于受蒙骗的状态，我觉得这两者都有理，但是重
新审视那责寓言，我又觉得他传达给我们的是法或许是虚无
缥缈的，但因为有乡下人的期待和守门人的存在，使得法的
存在是必要的。讲到这里，我想讲一下对后边提到的“坏的
秩序比根本没有秩序要好”这个问题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坏的秩序或许没有让所有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但坏的秩序
还是一种秩序，秩序的存在，起码生活在其中的人不会终日
惶恐不安，生活相对是安稳的，人们能慢慢适应秩序来调整
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秩序，人们的生活是处于动荡与
不安稳的，我认为，人们对于安稳生活的共同期待可能是使
得坏秩序也具有强制力的原因之一。

后边看了第一章，它的标题是：法官和律师是如何从先例开
始推理，只要通过一系列北卡罗来纳州的案例来阐释遵循先
例的原则，从中我们了解到美国的法律过程是争讼者先提出
基于判例法、制定法和一系列平衡原则的论点，法官则需在



争讼者提供的论点范畴内，基于先例作出判决，就这样的法
律制度而言，律师制度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尽管法院可
能制作并保存了判例记录，但却很少注意它们或者随意对待
它们，而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就会寻找支持观点的方便判例
记录，用法院以前的判例向法院施加压力。书里的提示与问
题一直引导我们跳出法律的框框，从日常的生活中去窥视遵
循先例的原型以及形成遵循先例的原因，先例可不可以直接
理解为一种经验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人们说：
“这个还没有先例”、“破例了!”、“下不为例!”。其实
就是对传统的尊重的体现。作为先例的判例有助于社会稳定
和延续，不至于被突然袭击所扰乱。另外，卢埃林写到：继
续过去的实践，就是为没有经验的新官员提供前人积累的经
验。如果他无知，他可以向他们学习，从先行者的知识中获
益；如果他懒惰，他可以注意前人的行为，并从他们的勤奋
中受益；如果他愚蠢，他可以从他们的智慧中获益；如果他
有偏见或者腐败，则过去存在的实践在与他的行为进行比较
时，对其偏见或者腐败进行了公开的监督，限制了他可以肆
意胡为的空间。最后，即使前人进行实践时也曾懒惰、无知、
愚蠢而有偏见，不过，知道他将继续前人所为，也会提供一
个基点，使人们能够由此预见法院的行为，事先调整自己的
预期。”由此可见，先例的还在于对法官的监督作用，有利
于法官集体智慧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普通人从具有权威
性先例中知道哪些是可以为的，哪些是不可为的，从而调整
自己的预期，先例因此具有信赖保护的作用。

最后，我想说，虽然只是看了书很少的一部分，但是确实有
对书里的一些内容进行反复地揣摩，并尝试着去解答书里提
出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迷惑，但这也是一种思
维的乐趣，最佳的读书效果就应该是与作者之间有思想的交
流，相信随着我们阅历的增长以及法律哲学方面的知识的学
习，回过头来看这本书，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思考与收获。



法律课读后感篇三

玖了这本【慈善读本】使我心灵受到了洗礼，带给我很多的
感动，同时也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观念。没有读【慈善读本】
前的我是一个不懂珍惜、不知足的孩子，真的可以用“身在
福中不知福”这句话来形容都不为过。可是当我读完这些感
人的故事后，我才明白这个世界是有那么多不幸的孩子，从
而让我不懂珍惜的坏习惯都改变了，因为这本书中的内容已
经深深地在我的脑子里扎根了。我每天晚上睡觉时我都会想
着他们艰难的生活条件，每天都吃不饱、睡不好、又不可以
上学，使我不禁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法律课读后感篇四

我们只要一提起法律，就应该给人一种神秘、威严、崇高的
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
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正是因为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我们
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有条有理：正是因为由于法律的存在，才
使我们的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法律带给我
们的一切。

法律的确和我们息息相关，"与法律同行"从表面意思看是：
和法律一起行动。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走路了，人们走在马路
上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也受法律的控制。"红灯停，绿灯
行"这是法律规定的，人人都知道，可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
到。这样，法律就起到了它的作用。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
当纠纷的出现也意味着法律的到来。它可以合理解决事故，
可以让一切平息。

法是要靠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遵纪守法，我们要从小做起，
从小事做起。小学生的社会经验不够丰富，却自我感觉已经
是大人了，喜欢独来独往，而有时却有怀疑自己的能力，需
要寻求他人的帮助，因此有些学生喜欢拉帮结派，重"感情"，
讲"义气"，崇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人更是无法无天，



强行索取他人的个人财产，发生与他人斗殴，一句话说他不
对就拳脚相加，打得你求饶为止。连点学生的样子也没有，
说难听点，这就是地痞流氓。当他们在家庭、公共场所遇到
社会难题时，只相信自己，过于信任自己的狐朋狗友，而不
听家长老者的劝阻，遇事不冷静，行动不计后果，喜欢"先动
手"，"后动脑"，事过之后也没任何反应，知道冷静下来发现
出了大祸才惊慌失措，痛恨不已。

法律课读后感篇五

我是一位普通的小学生，虽然在我的心目中法律很朦胧，但
是我很清楚法律是讲秩的，是很神圣的，是任何人不能逾越
的红线。让守法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才能家家平安幸福，
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一名小生，我们应该从小让法律在心间常驻，让法律伴
我同行，要让大家知道，自觉守法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
任和义务。

有一位小哥哥，今年16岁，本该坐在中学的课堂里，为自己
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学习。然而自打接触网络游戏后，经常
往网吧里钻。以生病的理由瞒哄老师，苦于家里管得严，哥
哥每天一大早打着上学的旗号，背着书包直奔网吧，差不多
到放学点儿了就回家。这样持续了半年多时间，期间还因为
钱不够，不断以周末补课费等各种理由向父母要钱。考试结
束了，小哥哥却因为上网缺钱，从家里拿了水果刀，打劫了
一名身上只有20元零花钱的女中学生，结果被法庭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监狱里，面对铁窗、铁门，面对父
母红肿的双眼，小哥哥愧疚万分，悔恨终生。亲爱的同学们，
法律是我们行为的约束，也是我们健康、自由的保护神。践
踏法律是要付出代价的！

“国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和矗立。”我们的国家因为和
平，因为和谐，所以能够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炎黄子



孙，我们有责任维护祖国的和谐，以法律之矛，攻违法盾。
学法、知法、懂法、护法，用法律的武器约束自己、保护自
己。我们坚信，法律，终将一如既往用公平正义，还生活以
美好，给善良以力量，为我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