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版法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法学专业是南华大学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专业、南华大学首批“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02 年开

始本科专业招生，是南华大学最早开始本科招生的专业之一，拥有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点、湖南省大学

生创新训练中心和衡阳市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与多家公检法司等法律实务部门联合建立了实践教学

基地，所属“南华大学地方法治与法文化研究中心”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社科普及基地。本专业以法学

为基础，依托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学习环境，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实际技能和适应能力。现有专

业师资队伍的学历和学缘结构合理、教学科研综合素质较高，组建了以省级青年骨干教师、教学能

手、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为代表的优秀教学团队。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掌握法学相关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基本技能及专业发展动态，熟悉我国法

律法规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立法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服务机构和

涉外活动中从事法律工作，培养重德行、乐奉献、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国际视

野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三、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相关人文社会

科学知识，接受比较系统连贯的社会调查、法律辩论、模拟审判等专业技能训练。树立起法律至上的

理念，具备刚正不阿的品格、良好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熟知并善于运用我国法律、法规；培养独

立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法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和技巧，能熟练地运用基本的资料查询

与文献检索方法；形成严谨明辨的法律思维模式，拥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熟悉计算机

操作。

（一）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1.知识要求

①具备一定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②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



③掌握法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分析方法和技术；

2.能力要求

①了解法学的理论前沿和中国法制建设的趋势，具有本专业领域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

②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及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处理问题的专业实务能力；

③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具有本专业领域较强的计算机技术应用能力；

④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本专业领域较强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

⑤具有本专业领域较强的写作能力、表达能力和良好的协调与沟通能力。

3.素质要求

①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②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人文素养；

③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

(二)本专业对学生的毕业要求具体内容如下(此项医科不做要求）：

1.学科基础知识：能够将法学基础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法学基础知识、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法学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解决方案，

并能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法学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

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法学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具和信息

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法学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实践与社会：能够基于法学专业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实际案例和复杂问题解决方案

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法学问题的专业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

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法学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



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

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项目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四、主干学科

法学

五、核心知识领域与专业核心课程

（一）核心知识领域

法学知识

（二）核心课程

法理学、中国法律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国际

法、法律职业伦理、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私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证据法、劳动法与社会保

障法、商法学、国际经济法。

六、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与主要专业实验

（一）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认知实习、专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二）主要专业实验：法学专业见习、法律辩论、模拟审判、法律诊所、法学社会调查、法庭辩论技

巧、法律职业技能综合训练、证据实验室、法学专业实习、法学毕业实习、法学毕业论文、创新创业

教育。

七、学制与学位

学 制：标准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为 3-8 年

学业学分： 学业学分 160 学分，第二课堂 10 学分

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

八、各类课程学分学时分配表

课程性质 课程属性 学分 占学分比列 教学学时 占课程学时比例

公共基础课平台 必修 33 20.63 592 27.41

公共基础课平台 选修 8 5 128 5.93

学科基础课平台 必修 18.5 11.56 296 13.7

学科基础课平台 选修 10 6.25 160 7.41

专业课平台 必修 37.5 23.44 600 27.78



专业课平台 选修 24 15 384 17.78

集中性实践环节 必修 29 18.13

总计 160 100 2160 100

九、各平台课程设置与学分

（一）公共基础必修课平台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总学时 讲课 实验 实践 学期 责任单位 备注

3050000051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 1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考查 0.5 6 2 4 0 1
创新创业基础

教研室

51800000210

大学体育 1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1

考查 1 32 4 28 0 1
基础体育教研

室

51600028110

大学英语 A1

College English

A1

考试 3 48 48 0 0 1
大学英语第一

教研室

5170000031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Education of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考试 3 48 40 8 0 1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教

研室

51700000510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

考查 0.5 8 6 2 0 1
形势与政策教

研室

50500000310

大学计算机 C

Collegiate

Computer C

考试 4 64 48 16 0 2
计算机基础教

研室

51800000310

大学体育 2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2

考试 1 32 4 28 0 2
专项体育教研

室

51600063410

大学英语 A2

College English

A2

考试 3 48 48 0 0 2
大学英语第一

教研室

51700000610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

考查 0.5 8 6 2 0 2
形势与政策教

研室



517000004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Conspectu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考查 3 48 40 8 0 2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教研室

51800000410

大学体育 3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3

考查 1 32 4 28 0 3
基础体育教研

室

51600063210

大学英语 3

College English

3

考查 2 32 32 0 0 3
大学英语第一

教研室

517000002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考试 4.5 72 64 8 0 3

毛泽东思想与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体系概论

教研室

51700000710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

考查 0.5 8 6 2 0 3
形势与政策教

研室

51800000510

大学体育 4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4

考试 1 32 4 28 0 4
基础体育教研

室

517000001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An Outline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考试 3.5 56 48 8 0 4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教研

室

51700000810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

考查 0.5 8 6 2 0 4
形势与政策教

研室

30500000710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 2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考查 0.5 10 2 8 0 6
创新创业基础

教研室

小计 33 592 412 180 0 学分要求： 33

（二）公共基础选修课平台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总学时 讲课 实验 实践 学期 责任单位 备注

小计 学分要求： 8

公共基础选修课共计 8学分，分 2个模块。

限选：

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指导（1学分，学生须在第一学期修读）；

2.公共艺术类选修课程（2学分，在影视鉴赏、音乐鉴赏、舞蹈鉴赏、书法鉴赏、戏剧鉴赏、戏曲鉴

赏、美术鉴赏、古代名剧鉴赏等 8门课程中选修 2门）。

任选：

每个学生要求跨学科修读其他学科门类通识课程 5学分；其中工科类学生要求选修至少 1学分经济管

理类通识课。

8个学分在第五学期以前修完，第一、第三学期各修 1学分，第二、第四、第五学期各修 2学分。

（三）学科基础课平台必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总学时 讲课 实验 实践 学期 责任单位 备注

51500031920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考试 3 48 48 0 0 1 法学系

51500047330 民法总论 考试 2.5 40 32 8 0 1 法学系

51500058820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

论

Outline of Xi

Jinping's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考试 2 32 32 0 0 1 法学系

51500032020

宪法

Constitutional

Law

考试 2 32 32 0 0 1 法学系

51500047830 刑法总论 考试 2.5 40 32 8 0 2 法学系

51500032320

中国法律史

Chinese Legal

History

考试 2 32 32 0 0 2 法学系

5150003242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上）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Ⅰ

考试 2 32 32 0 0 3 法学系

51500032520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考试 2.5 40 40 0 0 5 法学系



小计 18.5 296 280 16 0 学分要求： 18.5

（四）学科基础课平台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总学时 讲课 实验 实践 学期 责任单位 备注

51500032620

法学专业导论

General

Introduce to

Jurisprudence

考查 1 16 16 0 0 1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2720

人权法学

Human Rights

Law

考查 2 32 32 0 0 2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3220
法律逻辑学

Legal Logic
考查 2 32 32 0 0 3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3020

法律文献检索

Legal

Research

考查 1.5 24 24 0 0 3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2820

立法学

legislative

science

考查 1.5 24 24 0 0 3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2920

外国法制史

History of

Foreign Legal

Systems

考查 2 32 32 0 0 3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3120

西方法律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Legal

Philosophy

考查 2 32 32 0 0 3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3320

法社会学

Sociology of

Law

考查 2 32 32 0 0 4 法学系 任选

51500050930
仲裁理论与实

务
考查 2 32 24 8 0 4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3520
法律英语

Legal English
考查 2 32 32 0 0 5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3620

医事法原理与实

务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al law

考查 2 32 24 8 0 5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3920

调解理论与实务

Medi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考查 2 32 24 8 0 6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3820
法律文书学

Legal Writing
考查 2 32 32 0 0 6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4020
西方法学名著导

读
考查 2 32 32 0 0 6 法学系 任选



Guidance of the

Legal

Classics’

Reading

小计 26 416 392 24 0 学分要求： 26

（五）专业课平台必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总学时 讲课 实验 实践 学期 责任单位 备注

51500034230

债法

Law of

Obligations

考试 2 32 32 0 0 2 法学系

51500034330

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Law

考试 2 32 32 0 0 3 法学系

51500038930
物权法

Property Law
考试 2 32 32 0 0 3 法学系

51500047530 刑法分论 考试 3 48 40 8 0 3 法学系

51500034830

劳动法与社会保

障法 A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A

考试 2 32 32 0 0 4 法学系

51500048830 民事诉讼法 考试 3 48 40 8 0 4 法学系

51500049430 刑事诉讼法 考试 3 48 40 8 0 4 法学系

51500034630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下）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Ⅱ

考试 2 32 32 0 0 4 法学系

51500035330
法律职业伦理

Legal Ethics
考查 2 32 24 8 0 5 法学系

51500034930

国际公法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考试 2 32 32 0 0 5 法学系

51500035030
证据法学

Evidence Law
考查 2 32 32 0 0 5 法学系

51500049930 知识产权法 考试 2.5 40 32 8 0 5 法学系

51500035430

国际经济法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考试 2.5 40 40 0 0 6 法学系



51500035530

国际私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考试 2.5 40 40 0 0 6 法学系

51500035130

商法学

Commercial

Law

考试 3.5 56 56 0 0 6 法学系

51500035730

法律方法与论文

写作

Legal methods

and writing

考查 1.5 24 24 0 0 7 法学系

小计 37.5 600 560 40 0 学分要求： 37.5

（六）专业课平台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总学时 讲课 实验 实践 学期 责任单位 备注

51500041230

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考查 2 32 32 0 0 1
应用经济学

系
限选

50400023620

管理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考试 2 32 32 0 0 2 工商管理系 限选

51500041330

社会统计学

Social

Statistics

考查 2 32 32 0 0 2 工商管理系 任选

51500040020

核工业概论

Introduction

of the Nuclear

Industry

考查 1 16 16 0 0 3 工商管理系 任选

51500041130

会计学概论

Principles

Accounting

考查 2 32 32 0 0 3 会计系 任选

51500036330

法经济学

Economics of

Law

考查 2 32 32 0 0 4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6530

法律谈判

Legal

Negotiation

考查 2 32 24 8 0 4 法学系 限选

51500049030 侵权责任法 考试 2 32 24 8 0 4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6230

亲属法与继承法

Family and

Inheritance

Law

考试 2 32 32 0 0 4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6430
人格权法

Personal Law
考查 2 32 32 0 0 4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7130
保险法

Insurance
考查 1.5 24 24 0 0 5 法学系 任选



Law

51500049130 司法鉴定学 考查 2 32 24 8 0 5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6830
卫生法学

Medical Law
考查 2 32 32 0 0 5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7230

刑事法学研讨课

程

Criminal Law

Seminar

考查 2 32 32 0 0 5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7330

电子商务法

E-commerce

Law

考查 1.5 24 24 0 0 6 法学系 任选

51500051430

法律职业技能综

合训练（含法律

诊所）

考查 2 32 24 8 0 6 法学系 限选

51500045330 法医学 考查 2 32 32 0 0 6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7930

民商法学研讨课

程

Civil and

Commerce Law

Seminar

考查 2 32 32 0 0 6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7530

行政法学研讨课

程

Administrative

Law Seminar

考查 2 32 32 0 0 6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7430

中国法学前沿问

题

Chinese Legal

Frontier

Issues

考查 2 32 32 0 0 6 法学系 限选

51500038230

财税法

Financial and

Tax Law

考查 1.5 24 24 0 0 7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7730

金融法

Financial

Law

考查 1.5 24 24 0 0 7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7830

庭审抗辩技巧

Legal Defense

Strategies

考查 1.5 24 24 0 0 7 法学系 任选

51500049230 外国行政法 考查 1.5 24 16 8 0 7 法学系 任选

51500049630 刑事侦查学 考查 2 32 24 8 0 7 法学系 任选

51500038130

中外司法制度比

较

Legal

Comparative

Study

考查 2 32 32 0 0 7 法学系 任选

51500045430 犯罪学 考查 1.5 24 16 8 0 8 法学系 任选

51500047130 科技法学 考查 2 32 24 8 0 8 法学系 任选

小计 51.5 824 760 64 0 学分要求： 55.5



（七）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总学时 讲课 实验 实践 学期 责任单位 备注

10500000110
军事技能

Military Skills
考查 2 2 0 0 2 1

国防军事教研

室

51500051630

法学专业见习（法律

职业见习、法庭观

摩）

考查 1 1 0 0 1 2 法学系

51500051330
法律辩论（含专题辩

论、疑案辩论）
考查 1 1 0 0 1 3 法学系

51500050530 法学社会调查 考查 1 1 0 0 1 3 法学系

30500000810

创新创业实践（创新

创业基础）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Foundation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考查 2 2 0 0 2 4
创新创业基础

教研室

51500036630

刑事模拟审判

Criminal Moot

Court

考查 1 1 0 0 1 4 法学系

51500036730
民事模拟审判

Civil Moot Court
考查 1 1 0 0 1 5 法学系

51500035630

法学专业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考查 4 4 0 0 4 6 法学系

51500035930

法学毕业论文 1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1

考查 2 2 0 0 2 7 法学系

51500035830

法学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考查 4 4 0 0 4 7 法学系

10800000110

劳动教育

Labor education

class

考查 2 2 0 0 2 7
学生工作部教

务办

51500043830

法学毕业论文 2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2

考查 8 8 0 0 8 8 法学系

小计 29 29 0 0 29 学分要求： 29

十、辅修专业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总学时 讲课 实验 实践 学期 责任单位 备注

51500031920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考试 3 48 48 0 0 1 法学系

51500047330 民法总论 考试 2.5 40 32 8 0 1 法学系



51500032020

宪法

Constitutional

Law

考试 2 32 32 0 0 1 法学系

51500047830 刑法总论 考试 2.5 40 32 8 0 2 法学系

51500034230

债法

Law of

Obligations

考试 2 32 32 0 0 2 法学系

51500038930
物权法

Property Law
考试 2 32 32 0 0 3 法学系

51500032420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上）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Ⅰ

考试 2 32 32 0 0 3 法学系

51500048830 民事诉讼法 考试 3 48 40 8 0 4 法学系

51500049430 刑事诉讼法 考试 3 48 40 8 0 4 法学系

51500032520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考试 2.5 40 40 0 0 5 法学系

51500035130

商法学

Commercial

Law

考试 3.5 56 56 0 0 5 法学系

51500049930 知识产权法 考试 2.5 40 32 8 0 5 法学系

小计 30.5 488 448 40 0 学分要求： 30.5

十一、双学位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考核 学分 总学时 讲课 实验 实践 学期 责任单位 备注

51500031920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考试 3 48 48 0 0 1 法学系

51500047330 民法总论 考试 2.5 40 32 8 0 1 法学系

51500032020

宪法

Constitutional

Law

考试 2 32 32 0 0 1 法学系

51500047830 刑法总论 考试 2.5 40 32 8 0 2 法学系

51500034230

债法

Law of

Obligations

考试 2 32 32 0 0 2 法学系

51500032320

中国法律史

Chinese Legal

History

考试 2 32 32 0 0 2 法学系

51500034330

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Law

考试 2 32 32 0 0 3 法学系



51500038930
物权法

Property Law
考试 2 32 32 0 0 3 法学系

51500047530 刑法分论 考试 3 48 40 8 0 3 法学系

51500034830

劳动法与社会保

障法 A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A

考试 2 32 32 0 0 4 法学系

51500048830 民事诉讼法 考试 3 48 40 8 0 4 法学系

51500049430 刑事诉讼法 考试 3 48 40 8 0 4 法学系

51500034630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下）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Ⅱ

考试 2 32 32 0 0 4 法学系

51500032520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考试 2.5 40 40 0 0 5 法学系

51500049930 知识产权法 考试 2.5 40 32 8 0 5 法学系

51500035630

法学专业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考查 4 4 0 0 4 6 法学系

51500035130

商法学

Commercial

Law

考试 3.5 56 56 0 0 6 法学系

51500035930

法学毕业论文 1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1

考查 2 2 0 0 2 7 法学系

51500035830

法学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考查 4 4 0 0 4 7 法学系

51500043830

法学毕业论文 2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2

考查 8 8 0 0 8 8 法学系

小计 57.5 650 584 48 18 学分要求： 57.5

十二、学期开课门数统计表

学期 课程总门数 必修课门数 选修课门数 必修课学分 选修课学分

第一学期 12 9 3 17.5 5

第二学期 10 9 1 19 2

第三学期 13 8 5 17 7

第四学期 13 7 6 15 11



第五学期 9 5 4 11 7

第六学期 10 5 5 13 10

第七学期 4 3 1 7.5 2

第八学期 1 1 0 8 0

汇总 72 47 25 108 44

十三、课程体系与培养要求的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体系

毕业要求

1
工

程

知

识

2
问

题

分

析

3

设计/
开发

解决

方案

4
研

究

5
使

用

现

代

工

具

6
工

程

与

社

会

7环
境和

可持

续发

展

8
职

业

规

范

9
个

人

和

团

队

10
沟

通

11
项目

管理

12
终

身

学

习

大学英语 H L

高级英语综合 M H L

学术英语 M H L

大学计算机 M H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M M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M M M

大学体育 H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M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M

法理学 M L H

宪法 M L H

刑法总论 H

民法总论 H

中国法律史 M

经济法 A H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上） H

人权法学 H

法社会学 H



立法学 H M

仲裁理论与实务 H M

调解理论与实务 H M

法律职业伦理 M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H M

外国法制史 L

法律文书学 M

医事法学与实务 H

西方法律思想史 L

西方法学名著导读 L

法律英语 L

法学专业导论 M

法律逻辑学 H M

刑事诉讼法 H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下） H

国际公法 H

国际经济法 H

国际私法 H

民事诉讼法 H M

商法学 H

物权法 H M

债法 H M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H M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A H M

法律方法与论文写作 H M

刑法分论 H

知识产权法 H

证据法学 H

卫生法学 H

亲属法与继承法 H

法经济学 M

侵权责任法 H

保险法 H

财税法 H



金融法 H

人格权法 H M

中国法学前沿问题 H L

行政法学研讨课程 H

刑事法学研讨课程 H

民商法学研讨课程 H

法律谈判 H M

管理学概论 L

会计学基础 L

经济学原理 L

社会统计学 L

核工业概论 L

法学社会调查 H

庭审抗辩技巧 H M

法律辩论（含专题辩论、疑

案辩论）

H M

刑事模拟审判 H M

法学学年论文 M H L

民事模拟审判 H L

法学专业见习（法律职业见

习、法庭观摩）

M

法学毕业论文 M H

法学毕业实习 H M

十四、学校与行业

无

十五、推荐大学科门类中英文经典必读书目

序号 书名 主编 出版社 时间（年）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 外文出版社 2017年

2 《国史大纲》 钱穆 商务印书馆 2015年

3 《乡土中国》 费孝通 人民出版社 2015年

4 《判例刑法学》
陈兴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



5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朱苏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6 《转换的逻辑——民事

诉讼体制转型分析》
张卫平 法律出版社 2004 年

7 《现代中国的法制变

迁》
季卫东 日本评论社 2001 年

8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

与民间契约》
滋贺秀三 法律出版社 1998年

9
《法律思维与民法实

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

系》

王泽鉴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10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商务印书馆 1986年

11 《理想国》 柏拉图 商务印书馆 1986年

12 《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谷口安平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

13 《中华帝国的法律》 D·布迪 C·莫里斯 中信出版社 2016年

14

《正义论》

约翰、罗尔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

15 《法律与道德》 罗斯科·庞德 商务印书馆 2015年

16 《法理学》 伯恩·魏德士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17 《法律与宗教》 伯尔曼 商务印书馆 2015年

18 《学术与政治》 马克思·韦伯 商务印书馆 2018年

19 《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20 《论实证精神》 奥古斯特·孔德 商务印书馆 2019年

21 《择案而审理》 H.W.佩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年

22 The Common Law Oliver Wendell
Holmes Dover Publications 2013

23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Lloyd Michael Freeman eds 2014

24 The Concept of Law H.L.A. H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5 Ancient Law Henry Sumner, Sir
Maine

William S Hein & Co 1984



26 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 Roscoe Pou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2

27
Diaspora, Law and

Literature
Klaus Stierstorfer Walter De Gruyter Inc. 2017

28 Law and Literature Aristodemou, Mar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9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chachter, Oscar Brill Academic Pub 1991

30
The Discipline of Law Denning.A.T Aditya Books Private Limited 1979

31
The Trial Franz Kafka Schocken 1995

十六、其他说明

新文科要求课程知识体系要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学生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中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一是加强法学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

等社会科学教育的交叉与融合，在已开设的法学社会调查等课程外增设法经济学等交叉学科课程；二

是进一步发挥我校“核、医”的办学优势，开设卫生法学等特色课程；三是注重现有的课程设计与国

家重大立法进程相匹配，与时俱进地开设了人格权法等新课程；四是注重将法理学等核心课程内容与

新时代国家的法治建设紧密结合，增加了法理学、商法等核心课程的学分，将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一带一路等国家法治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在课程设计上作了进一步扩充；五是注重教、研、

用的结合，构建“教–研–用”体系，着力培养法科学生的创新与应用能力，提升对社会发展的支撑

服务，形成一个融理论教学、科学训练、创新实践为一体的过程化的法学课程体系，使所培养的人才

在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伦理道德以及科学与职业素质等方面得到全面均衡的

发展。

制定人：邓湘琳 负责人：吕宗澄 审核人：李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