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代码

学科门类：法学

二 级 类：法学

专业代码：030101

英文名称：Law

二、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系

统掌握法学知识与理论，熟悉我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具有民主和法治观念、

严谨的法律思维能力、扎实的法律素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较强的法律实务操

作能力，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与法律相关

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三、毕业要求

1、知识结构:（1）掌握通识课程知识和工具性知识；（2）掌握法学各学科

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我国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及其基本精神；（3）了解法

学理论前沿动态和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趋势；（4）了解相关的外国

和国际法律的基本知识和运用规则；（5）了解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科

学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

2、能力结构:（6）掌握法学基本分析方法和技术，具有运用法学知识认识和

处理实际问题能力；（7）具有相关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和从事法律事务的口头表达

能力；（8）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9）

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与人际沟通能力；（10）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3、素质结构:（11）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政治立场坚定，政治

方向明确，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2）具有良好的意志品质、强

烈的社会正义感和高尚的法律职业道德；（13）具有民主法治观念、法律专业思

维能力和法律实务素养，求真务实；（14）具有追求法治理想、立志奉献社会、

积极探索创新的基本素质；（15）具有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

四、课程及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关联矩阵



法学专业课程及教学活动与毕业要求关联矩阵

毕业要求

课程、实践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8

要求 6、要求 7

要求 9、要求 10
要求 11

要求 12、要求 13

要求 14、要求 15
统计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H H H 3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L M M M 3M、1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H H 3H、1M

形势与政策 H M H 2H、1M

大学英语 M L L M 2M、2L

大学体育 L L H 1K、2L

大学计算机信息素养 M L H 1K、1M、1L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H H L 2H、1L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H H 2H

大学语文 H H 2H

大学生军事理论 M L M H 1H、2M、1L

大学生安全教育 H L L H 2H、LL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 L H 1H、1M、1L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M L H M 1H、2M、1L

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M L M 2M、1L

法理学 H H H M 3H、1M

宪法学 H H 2H

法律职业伦理 H H M H H 4H、1M

中国法制史 H M M 1H、2M

民法 H H H H 4H

刑法 H H H H 4H

民事诉讼法学 H H H H 4H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H H H H 4H

刑事诉讼法学 H H H H 4H

国际法学 M H H 2H、1M

法律逻辑 H H H H 4H

经济法学 H H H H 4H

商法学 H H H H 4H

知识产权法学 H M M 1H、2M

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学 H H 2H



婚姻家庭法学 H H H 3H

国际经济法学 M H 1H、1M

国际私法学 M H 1H、1M

证据法学 H H H 3H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H H H H 4H

法律电影欣赏与批判 M H H H 3H、1M

行政管理学 L H M M 1H、2M

合同法学 H H 2H

公司法学 L L M 1M、2L

中国法律思想史 M M 2M

外国法制史 L M 1M、1L

财税法学 M L 1M、1L

物证技术 H H 2H

文秘实务 H H 2H

行政法案例实务 H H H 3H

公证与律师实务 H H H 3H

经济学 M H 1H、1M



心理学 M H H H 3H、1M

法律英语 M H H H 3H、1M

法律文书写作与训练 H H H 3H

民商法案例实务 H H 2H

证券法学 M L 1M、1L

专业论文选读与写作训练 H H H 3H

法律职业能力专题训练 M M H 1H、2M

行政职业能力专题训练 M M H 1H、2M

法学理论前沿 M M 2M

模拟法庭实训 H H H 3H

非诉业务专题 L M M H 1H、2M、1L

仲裁理论与实务 M L M M H 1H、3M、1L

入学教育 M H

大学生军事训练 M H 1H、1M

大学生公益劳动 L H 1H、1L

大学生社会实践 M M H H 2H、2M

思想政治课课程实践 M H



认知实习 M M H 1H、1M

专业见习 H H H 3H

模拟审判 H H H 3H

法律咨询 M H H 2H、1M

毕业实习 M H H 2H、1M

毕业论文（设计） M H H 2H、1M

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践 L H H 2H、1L

第二课堂 H H H 3H

统计

13H

11M

2L

12H

8M

2L

2H

5M

1L

6H

2M

6L

2L 23H

7M

3L

2L 30H

10M

2L

7H

4M

4H

4M

2L

1H

2M

1L

44H

4M

140H

57M

23L



五、主干学科

法学

六、学科基础与专业核心课程

法理学、宪法学、法律职业伦理、中国法制史、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

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学、国际法学、法律逻辑、经济法学、

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学、婚姻家庭法学、国际经济法学、

国际私法学、证据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等。

法理学：学科基础课，60 学时，4 学分。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法的概念、本

质、价值、功能、作用、构成、产生、发展、类型以及法律制定、法律形式、法

律效力、法律实施、法律解释、法律关系等问题，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居于统帅性、

核心性和基础性地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建立基本的法理认识，为各个部门法

的学习提供概念支点和理论框架。

宪法学：学科基础课，48 学时，3 学分。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宪法的概念、

本质、 历史发展、 基本原则、宪法规范、宪法关系、宪法价值、 作用、宪政实

践、宪法监督等基本理论及作为一个国家所必须研究的国家性质、国家形式、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基本制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

家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理解公民权利和国家权

力之间的关系，理解宪法和其他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等。

法律职业伦理：学科基础课，36 学时，2 学分。本课程主要内容以现行的法

律职业伦理规范为基础，包括判伦理、检察伦理、代理伦理、公证伦理和仲裁伦

理的基本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法科生应当了解职业伦理的相关内容，能够

评估并防止伦理风险，面对特定情况，能够分析其是否具有导致自身违背职业伦

理的风险，并对风险进行防控；能够投身于公益事业，用自身的法律知识与实务

经验保护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使法科生警醒法律职业的公共主义使命，

避免成为只关注营销、博取利益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国法制史：学科基础课，45 学时，3 学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法

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中国不同的社会



形态中法律的问题、本质、特点，为学习其他法律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同时，

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民法学：学科基础课，90 学时，6 学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既包括民法部门

的一般理论和民法各种法律制度的原理与法理，也包括民法部门在实施中发挥调

整功能的原理与法理，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民法的特殊之点的法理。民法学是

现代法学体系中的重要学科，是以研究民法及其理论与实践和发展为主导的法律

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建立现代私法的基础理论认识，为民事法律体系的深

入学习打好基础。

刑法学：学科基础课，93 学时，6 学分。本课程的其主要内容包括：刑法的

本质、任务、制定依据、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刑事责

任的依据，刑罚的目的、种类、适用；犯罪的形态及其刑事责任，各种犯罪的构

成与刑事责任；有关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问题等。刑法学是法学的一个重要部

门,它以刑法为对象，研究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刑罚及其相互关系的学

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刑法、犯罪、刑罚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了解各类具体

犯罪的规定、犯罪构成特征和相应的刑罚。

民事诉讼法学：学科基础课，60 学时，4 学分。民事诉讼法学是法学本科专

业必须的一门专业基础及核心课程，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研究对象

是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和民事诉讼实践，通过学习本课程，要求理解和掌握民事诉

讼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程序法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树立

公正民主的法律意识；熟悉各种民事诉讼法律规范，正确理解掌握民事诉讼各种

程序规定，提高运用民事诉讼法进行分析、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能力。

刑事诉讼法学：学科基础课，64 学时，4 学分。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刑事诉

讼的概念和历史发展、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基本制度、证据、强制措施、刑事诉讼程序、执行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

握我国有关刑事程序的规定，了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

机关等)及律师等进行刑事诉讼的基本知识，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刑事案

件的相关诉讼问题。

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学：学科基础课，64 学时，4 学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包括：创设行政权力过程中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行政权力在行使、运用



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间的关系、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及行政机关与公务

员之间的关系；对行政权力实施监督的过程中，有监督权限的主体与行政机关及

其公务员之间的关系。行政法是公法的核心之一，是调整行政权力的创设、行使

以及对其监督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行政权力

的基本运行内容、行政诉讼的基本知识，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行政案件

中的相关诉讼问题。

国际法学:学科基础课，32 学时，2学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领土、

外交、空间、法律条约等国际法基本理论，也涉及国际组织、人权环境保护等一

些当前发展较快的新领域，同时也研究教授国际法在我国的发展等诸问题。国际

法是法学本科课程体系中国际法课程群的核心，以调整国家间的行为规范为主要

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国际社会交往的基本法律规则，为国际

法学科群的学习奠定基础。

法律逻辑：专业核心课，30 学时，2 学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命题和推

理、归纳逻辑、科学逻、论辩逻辑以及逻辑基本规律等内容。法律逻辑的教学目

的是使学生初步掌握逻辑学的基本理论、思维规律和一些简单的逻辑方法。继而

结合法学专业课程，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律推理能力。从而具备

逻辑观察、分析和论证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理论联系实际

的能力。

经济法学：专业核心课，48 学时，3 学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法总

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主要介绍经济基本理论，具体包括经济法的概念、历史沿

革、经济法的地位与渊源、经济法基本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律责任等内

容。分论着重介绍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

价格法、计划法、金融法以及相关企业法律制度。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掌

握经济法学基本理论和主要具体内容，形成经济法学思维方式，以期提高学生的

经济法学理论水平和从事经济法律实务的能力。

商法学：专业核心课，48 学时，3 学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商法总论、

公司法、破产法、商事合同法、票据法、保险法等。通过学习本课程，要求学生

了解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

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理解立法用意，掌握商事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



初步具备运用所学商法学知识处理简单商事案件的能力。

知识产权法学：专业核心课，32 学时，2 学分。本课程重点讲授知识产权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力求使学生掌握本学科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建

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

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发展而认识新事物的方法。通过学习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

和掌握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程序法意识，增强法

制观念，树立公正民主的法律意识；熟悉各种知识产权规范，提高运用知识产权

法进行诉讼、处理民事纠纷的能力。

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学：专业核心课，32 学时，2 学分。本课程的内容包括环

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概述、发展、体系、法学基础理论以及其基本原则，基本制度,

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污染防治法，环境管理体制和监督管理制度，环境法律责

任和国际环境法。通过学习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

本理论知识，认识环境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的危害后果，不断提高学生运用法学基

础知识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能够对环保产生全新认识，为其今后

投身环保事业奠定基础。

婚姻家庭法学：专业核心课，32 学时，2 学分。本课程主要研究婚姻和家庭

领域的法律规范。通过学习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继

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建立起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学会处理婚姻家

庭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初步具备运用所学知识办理婚姻家庭案件的能力。

国际经济法学：专业核心课，32 学时，2学分。本课程内容涉及国际贸易法、

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经济组织法等重要的分支部门法。通

过学习本课程，要求学生正确认识课程的性质、任务及其研究对象，全面了解课

程的体系、结构；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概念、原则和基本内容，特别是国际公

约及国际商业惯例的内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会以理论分析案例和实际中遇

到的问题，使理论真正应用于实践；同时注意了解与国际经济法有关的内容、信

息及国际经济法方面的最新发展。

国际私法学：专业核心课，32 学时，2 学分。本课程主要包括国际私法基本

原理、基本规范、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以及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等

内容。通过学习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具备法律适用和冲突法的基本认识，增强国际民商事法律制度的法律

适用意识，树立国际民事法律秩序观念；熟悉各种国际私法规范，正确理解和适

用国际私法规范，提高运用冲突法规则，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的能力。

证据法学：专业核心课，32 学时，2 学分。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

要包括证据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各项证据制度等内容。通过学习本课程，

要求学生理解证据法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系统掌握证据法学以及三大诉

讼法所规定的证据相关原理，做到能够正确区分各种证据的不同特点，并能运用

所学的知识解决司法个案及相关法律问题。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专业核心课，32 学时，2 学分。本课程在我国法律体

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第三法域中居于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主要包

括就业促进法律制度、劳动合同法律制度、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制度、劳动监察与

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系统掌握本学科的

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以及各项劳动保障制度的重要法律规定，具有清晰严谨的法

律思维能力，了解本学科的全貌及内在联系、前沿热点问题，具备一定的法学理

论学习和研究能力，并具备分析、解决常见劳动保障争议案件的基本技能。

七、教学大纲

根据《运城学院课程教学大纲管理办法》，制定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涉

及的全部课程的教学大纲。

八、主要实践环节

模拟审判、专业见习、法律咨询、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大学生科技创新实

践。

九、学制和学分要求

本专业实行学年学分制，修业年限为四年，要求修满 162 学分。

十、毕业条件

学生四年学习期满，完成并通过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教学环节，修满规定

学分，达到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方可毕业。

十一、学位授予

本科毕业生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可授予法学

学士学位。



十二、课程体系的构成及学时学分比例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学分

学 时
备注

总学时 理论 实验 实践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42 736 650 40 46

选修 8 128 128

专业教

育课程

学科基础课 必修 38 592 538 54

专业核心课 必修 22 350 338 1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21 334 300 34

集中实践课程 必修 31

合 计 162 2140 1954 40 146

总学分 162 ；总学时 2140 ，其中理论学时 1954 ，实践实验学时 186 。

集中实践学分 31 ；实践教学（含课内实验）总学分 36 ，占专业总学分 22 %。

必修课学分 133 ，占总学分 82% ；选修课学分 29 ，占专业总学分 18% 。

十三、教学计划进程表（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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