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众合司考名师课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众合司考名师课堂>>

13位ISBN编号：9787509318843

10位ISBN编号：750931884X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陈景辉，雷振，王旭 著

页数：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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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众合司考名师课堂>>

前言

　　本书编写的目的是“减负”。
目前大多数司法考试的考生面临的信息和机会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眼花缭乱，多到不堪重负。
本系列书的问世不是给大家增加负担，而是最大程度把考生从庞杂繁琐的知识中解放出来。
教育培训的终极理念是“三最”——最短时间、最低成本、最大幅度提升学员的“过关”能力。
如何做到“三最”？
就是靠处理好“深——浅”、“繁——简”的关系。
“删繁就简。
深入浅出”，这八个字说来简单，实则谈何容易，非功力深厚、精于司考者不能达至！
这正是检验“明师”的试金石。
唯有正视这一点，才对得起考生的托付，才是为学员创造价值，而不是浪费生命。
还是反复重申的那句老话，请记住著名的“KISS”规则，“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
　　如何做到“删繁就简，深入浅出”？
本系列书的构思就是一个勇敢的尝试，那就是做到“考纲为纲，真题为本”。
　　司考之道，如同打仗，以深根固本为第一要义。
司法考试最根本的是什么？
最权威的司法考试复习文本是每年颁布的考试大纲，最好的复习资料是历年真题。
正如国家司法考试民法命题研究组组长王卫国教授所说的，大家平时做的习题，一是历年的真题，二
是各培训学校编写的试题。
真正的国家司法考试命题过程中，命题委员必须经过严密的思考和反复的琢磨，费尽周折，有时候往
往天才能编出几道题，但不少培训机构为求速度通常在很短时间里就能编出很多试题，这些试题质量
参差不齐。
如果大家平时把时间都花在做模拟题上，到了真正考试时，就会发现模拟题与真题的难度差距非常大
。
不仅练习题如此，市面上的不少司考辅导用书也是速度之下的粗制滥造“攒”出来的，不仅不会给读
者带来知识的启发和阅读的享受，反而可能使你误入歧途。
其实，每年的大纲修订和历年真题至少白送给我们15％-20％的分值，更重要的是一直在默默地为我们
指引方向。
然而，大多数考生都视而不见，事倍功半。
返璞归真。
深根固本，才是你成功之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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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严格以“三大本”新大纲的章节为顺序编写，注重体系性，采章节体例，定位为“三大本”的简
化版(减负版)，是考生备考入门阶段的启蒙读物和最后冲刺阶段的简明复习手册。
　　文字精炼，突出重点，适当采用图表，做到让考生在最后三天内能通读全书，温习大部考点。
　　当您选择这套书的时候，您将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本图书，您将获得的是司法考试“梦之队”，为
您提供的一整套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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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第一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
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　　1．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主要包括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治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体系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
，包含着研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方法论、人民主权思想、法的本质和功能的思想、法律权威的思想
等，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和源头。
　　列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探索和论述不仅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而且标志
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开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1）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中的法治思想。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构成方面（四个坚持、一个建设）：一是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和精髓。
　　二是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则
。
　　三是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
基本理念。
　　四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
　　五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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