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执业道德学习心得体会

根据陕西省律师协会的统一部署和所在省直律师事务所的安排，结合前期在

律师事务所的学习实践，特别是近来在律师事务所主任臧树华的带领下，认真学

习了《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

纪律规范》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法律规章和行业规范，受益匪浅，思想认

识和专业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现总结如下学习心得体会。

一、律师应当自觉遵守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学习并实

践习近平法治思想。

首先，要认真学习《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

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法律规章和行业规范；

其次，要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和理论精髓；最后，要认

真学习遵守律师事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

要学会正确地接待当事人，处理好与当事人的关系。不能向当事人虚假承诺、

不能为当事人火中取栗、不能诋毁其他律师和其他律师事务所。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一定要维护，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保守当事人的隐私，为当事人积极寻

找有利于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方法。作为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

收取费用或财物。要按规定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收取现金要开发票、不得以各种

名义收取合同外费用。接受委托后，认真履行职责，避免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注

意保存证据原件、时效规定等。非律师不得以律师名义提供服务，实习律师和律

师助理在法律上没有准确的定位，可以全程参与办理案件，但只能是协办的角色，

不得以律师名义办理案件。律师不得利用互联网进行虚假宣传。



二、律师应当具备良好的学习心态和工作作风，始终保持虚心好学的品格。

当今时代发展大趋势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知识获取轻而易举，当事人的

法律知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由于知识的碎片化，当事人虽然没有经过法学

的系统学习，但是其通过互联网对某个法律问题的认识可能已经超过了一个普通

律师。在当事人看似无意的咨询中，他可能已经将面前的律师打了分。大城市的

律师网络化水平更高，也就意味着当事人的选择范围更大。选择专业的，而不是

近的，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当事人的重要原则。

面对当事人多层次化、复杂化的法律需求，面对律师与律师之间、律师与律

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和合作的新情况、新模式，怎样才能在残酷的法律服务市场

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首先，我认为一定要先保持平和的心态，可以有一定的压

力，但不能过度焦虑，保持为人处事的低姿态，从小事做起，注意工作细节。其

次，做律师更要谦虚，要多去发现同仁律师们的长处，多去寻找自身的不足，见

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最后，还要保持良好学习的心态，业精于勤，荒

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一名律师的专业知识储备，影响他的发展空间。做律

师一定得注意要发展、要进步，就要广泛阅读书籍，要广泛与其他律师同行交流

合作、要广泛参与社会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孤军作战、避免闭门造车、

避免孤默寡闻，才能迅速地成长起来。

三、律师要提高自身社会责任感，注重律师办案的社会效果。

做律师难，做一名好律师更难。“二八律”这一局面，造成新律师和实习人

员的生存危机。在竞争能沙里淘金，更好的激励律师提高自身素质，以服务于当

事人，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要想做大做强，就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但身为律师，不但要学会办案，也要多参与与自身专业相关的公益活动，适当地

在相关媒体有关法律宣传教育栏目中展现自我风采。不要把自己变成单纯的“办

案机器”，要提高自身社会责任感，注重律师办案的社会效果，对符合法律援助

条件的弱势群体要积极为其提供帮助；要做到外圆内方，坚守律师执业道德的底

线，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在今后的执业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也要

善于规避风险，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灵活处事，善于规避风险，学会保护自己。

四、律师是职业道德的守护者，职业道德是律师行业的灵魂。

律师是职业道德的守护者，职业道德是律师行业的灵魂。律师自身的道德，

不仅有助于推动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助于推动国家法治进程和社会道德建

设。作为即将踏入律师行业的“准律师”，今后应加强学习，树立规范执业、防

范风险的职业理念；提升执业专业技能，从技术上杜绝风险的发生；勤勉尽责，

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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