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刑法心得体会(实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心
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
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
方向。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
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学刑法心得体会篇一

【篇一】

刑法学总论是对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较为
抽象的概括,研究刑法的一般性、共性问题,而刑法各论是在
总论的指导下,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所规定的各类犯罪
及其所包含的各种具体犯罪,按照一定次序排列而成的体系,
即先分类后分种,使其脉络清晰。简而言之,总则给予分则精
神上的指导,分则在定罪量刑的时候遇到困难时则回归总则的
原则性规定上进行自由心证。

因此,学习刑法分论应以刑法总论的原理、原则为指导,同时
注意以下几点:

1.要注意及时了解立法和司法的动态。学习刑法分论,必须关
注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刑事立法
动态和新的司法解释,注重总结刑法适用中的经验教训。不了
解新的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就不可能正确适用
刑法,对犯罪的构成要件也就不能准确掌握和正确运用。

2.要注意抓住重点和难点。学习刑法分论,要有重点的进行学
习,主要应掌握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多发罪的犯罪构成、罪
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刑法分论中的疑难问题,



因各种具体犯罪的特征不同而反映在不同方面,但主要同罪与
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标准相关。此外,对于其中一些具有
共性的问题,例如犯罪主体,要依据刑法总论加以把握;具体犯
罪的客体则应当依据类罪的客体加以把握。

3.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刑法分论研究的是具体犯罪问题,具
有很强的实践性。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将具体罪刑
理论运用于大量的案例分析之中,并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消化
理解罪刑理论,进而提高运用法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这学期学习刑法分则,我深深体会到,学好刑法需要理论
联系实际,过于理想化的思维会导致刑法的学习道路出现偏差,
批判性的思维反倒会让自身更好地认清事实,看清法律不只是
维护人的权利,而且牵涉到社会利益平衡等功能。我们应当把
理论学习跟我国的司法实践,特别是刑事审判实践结合起来。
另外,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还要了解、关注司法实践中出现
的新问题,带着新问题去学习刑法理论,同时也要关注犯罪学、
心理学、刑事诉讼法学等方面的相关学科。这样不但为学习
刑法提供了动力,而且也能使所学的刑法学知识得以检验、充
实和提高,并能提高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能力。

【篇二】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
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
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
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
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初学者如果只看以上的法条，很难整理出里面的考点，其实
里面包含着“起因、时间、主观、对象、限度”等条件，再
结合具体案例，可谓千变万化。所以仅看法条来复习，是根
本不行的，一开始复习刑法应以教材为起点。在复习到相关
概念、法理都具备一定积累的时候，倒是可以多看看法条，
熟悉一些记忆型考点，比如：缓刑、假释等。

前面的内容主要针对刑法总则而言，对于分则部分和司法解
释，可以多看法条。司法解释对刑法的补充和修订相当多，
而且许多都具有可考性，考察的时候也容易直接考察法条的
特殊规定，法理涉及较少。分则和司法解释的特点是：繁杂，
但记忆清晰的话好拿分。

以前刑法容易考察一些重点罪名，比如抢劫、盗窃、贪污等，
现在的考试趋势是重点罪名要考，同样也考察一些冷僻的罪，
所以对分则罪名的复习方法应是重点突破、全面复习，切不
可偷懒。对罪名的复习还要注意一点，一些光看罪名容易误
解或者不能直接判断犯罪性质的罪是老师偏爱考察的，比
如“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薄、财务会计报告
罪”，这样的罪名简直是大白话的把犯罪的性质描述出来，
一般比较少考察;又如“强迫交易罪”，这样的罪容易和“抢
劫罪”、“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混淆，最容易考察。

学刑法心得体会篇二

作为一名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有幸参加了一次铁路学习
的活动，并结合实地考察的内容，深入学习了刑法相关知识。
通过这次学习，我对刑法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也收获了一些宝贵的学习心得。

第二段：刑法知识的重要性

刑法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到维护社会安全稳



定、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障作用。通
过学习刑法，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刑法的基本原理、目的与原
则，了解刑法规范对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并培养法治思维
和法治意识，以预防和应对犯罪行为的发生。

第三段：刑法学习的心得

1. 动手实践：通过铁路学习活动，我们能够深入实地考察一
些常见的刑法案例。通过参观火车站、站内设施以及进行模
拟的例行检查等活动，我们可以模拟刑法实施过程，更加直
观地感受到刑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2. 追本溯源：在学习刑法的过程中，我们要追本溯源，了解
刑法的演变历程和法律精神。例如，通过学习刑法的发展历
程，我们可以看到刑法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变迁，进一步理
解其制定的目的和方式，并将其与当代的刑法实践联系起来，
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刑法知识。

3. 整体把握：刑法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学习起来容易
产生断章取义的情况。因此，在学习刑法时，我们要注重整
体把握，将刑法各个部分进行系统学习和综合分析，才能真
正把握刑法的精髓。

第四段：刑法学习对个人的启示

1. 法治观念的培养：刑法学习不仅仅局限于法学专业学生，
更适用于每个人。通过学习刑法，我们能够培养法治观念，
使自己保持正确的行为准则，并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法律规
范。

2. 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刑法学习能够提高个人的自我保护
意识和法律意识，避免因为不了解或忽视法律规定而触犯法
律。学习刑法能够让我们对危害社会稳定和个人安全的行为
有更清晰的认识，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



第五段：结语

铁路学习刑法，让我深刻认识到了刑法学习的重要性和现实
意义。通过实地考察与学习，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刑法知识，
还加深了对法治社会建设的理解。希望能够将学到的知识和
心得应用于实际中，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贡献自己的
力量。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重视刑法学习，增强法
治意识，共同建设一个安全、公平、稳定的社会。

学刑法心得体会篇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日益关注法治，学习刑法已经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追求。而铁路学习刑法更是一种新兴的学
习方式，通过铁路旅行的过程来学习刑法知识。在我的体验
中，我深深感受到了铁路学习刑法的独特魅力，让我收获颇
丰。以下是我对铁路学习刑法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这段铁路学习刑法的旅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法律
的普适性和公正性。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铁路旅行，都需要
遵守一系列的规定和法律。这些规定包括购票、安全乘车、
旅客权益保护等方面。通过观察，我意识到法律对每一个人
都是平等的，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必须遵守法律，否则将
面临相应的处罚。这让我深刻认识到法律的普适性和公正性，
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特权而改变。这也同时激发了我学习更
多刑法知识的动力。

其次，铁路学习刑法还让我理解了法律的目的和意义。在铁
路旅行中，每一个刻板的规定、每一个让人不便的措施，都
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比如，为了确保旅客的安全，铁路管理
部门对火车乘车和人流进行管理和限制。这样的措施虽然给
人们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但它们都是出于对人们生命财产安
全的保护和维护的考虑。这让我认识到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
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不同的法
律条款和规定都有其深远的意义，只有经过深入学习和理解，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法律的价值。

第三，铁路学习刑法让我对法治和宪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铁路旅程中，我不仅仅是感受到了法律的存在，还对法治
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法治是一种法律的体系和制
度，在铁路学习刑法的过程中，我通过观察和体验，对法治
的内涵和实践方式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刻的理解。同时，我也
对宪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律，规定
了国家的政治制度、权力分配和人权保障等方面内容。通过
铁路学习刑法，我更加意识到宪法对法律制定和实施的重要
性，也加深了对宪法精神的认识。

第四，铁路学习刑法让我领悟到了刑法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刑法作为法律的一部分，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惩治犯罪的重要
手段。在铁路旅行中，我不仅仅是学习了刑法的理论知识，
更是通过实践了解了刑法的实际运用。我对刑法的作用和目
标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体会到了刑法对社会的重要影响。
刑法的特殊性在于，它需要在保护个人权益的同时，也要维
护社会的稳定和公正。通过铁路学习刑法，我感受到了法律
的束缚和约束力，也认识到了刑法对每个人的影响。

最后，铁路学习刑法让我对法律尊严和职业道德有了更加深
入的认识。在铁路学习刑法的过程中，我见证了法律规则的
严肃性和不可批判性。法律的规定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否
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同时，我也看到了铁路工作人员和
执法人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恪守职业道德的作风。他们为
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不断努力，让人感动。这让我深
刻明白了作为一个公民和法律从业者，我们要时刻保持法治
精神，遵守法律，坚守职业道德。

总之，铁路学习刑法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通过铁路旅行
的过程来学习刑法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仅是学习了
刑法的理论知识，更是深刻理解了法律的普适性和公正性，
认识到了法律的目的和意义，对法治和宪法有了更深入的理



解，领悟到了刑法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也加深了对法律尊严
和职业道德的认识。铁路学习刑法让我在铁路旅行的同时，
不断丰富自己的法律知识，提高了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

学刑法心得体会篇四

刑法学是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是法学
的一个部门。作为知识体系，刑法学是刑法解释学，因而与
刑法特别是刑法典有着密切的联系，刑法学体系与刑法典体
系有许多契合之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刑法区分为刑法总
则与分则，刑法学区分为总论与分论（或称罪刑各论）。作
为理论体系，刑法学体系区别于刑法典体系，不是刑法典体
系的简单摹本，刑法学体系按照自身的理论逻辑展开。

刑法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随着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
践的不断发展，其内容正越来越丰富。目前，各类刑法学教
科书的篇幅越来越大，也在某种意义和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
一点。虽然本教材的篇幅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以
科学性、理论性、实践性和系统性为基本目标，希望在勾勒
出刑法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集知识性、理论性于一体，既为
课堂讲授留下空间，又不遗漏法学本科生应当掌握的基本内
容。曲新久老师在高度抽象的基础上，将刑法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具体化，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力求基
本概念明确、基本原理科学、基本知识系统，在科学性的基
础上突出可读性，在理论性基础上突出可操作性，在准确性
基础上适当地通俗化，在系统性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与难点。

法学总论是对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较为
抽象的概括，研究刑法的一般性、共性问题，而刑法各论是
在总论的指导下，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所规定的各类
犯罪及其所包含的各种具体犯罪，按照一定次序排列而成的
体系，即先分类后分种，使其脉络清晰。通过学习，我了解
到，目前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种犯罪采用的是简明的分类方法，
将犯罪共分为10大类，依次是（因为同类客体的重要性程度



的不同，从重到轻排列的有次序关系的，而不是分别是的平
等关系）:危害国家安全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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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财
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
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采用这样的分类方法是从犯罪的
同类客体出发。而对各类犯罪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排列标准
主要是以各类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规定的，但存在相对
性，有时还得做具体分析。

刑法分则具体条文一般由罪状和法定刑两部分组成，由于罪
状与罪名密切相关，因此对罪状，罪名及法定刑的研究，是
刑法各论的重要内容。而对刑法具体条文的学习理解自认为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到家的因此，刑
法分则是关于具体犯罪和具体法定刑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
明确了对各类、各种具体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

学刑法心得体会篇五

在这个月的读书学习过程中，我主要对司法考试教材中的刑
法学进行了有计划的学习，尤其是“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
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法律解释对我启
发很大，现在我就把这一解释向大家介绍一下。

根据刑法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的，是自首。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
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审问，未被采取强制
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
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
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
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



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
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
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投案的，或者正在
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
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
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
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罪部分犯罪的，只对
如实供述部分犯罪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还应
该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
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
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
为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
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不同的罪行的，以自首论。对
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
可以免除处罚。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
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
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或者判



决确定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
同种罪行较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
揭发他人犯罪的，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
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罪行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
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
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
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
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
人重大犯罪行为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重大案件的线索，
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
他重大嫌疑人，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
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