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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卓越法治拔尖人才实验班）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Law） 

学科门类：法学                          授予学位：法学学士    

专业代码： 030101K                      标准学制：4 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人才培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艱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

培养具有社会责仸感，拥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斱针，落实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艱的法学教育

理念，依照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国家的发展战略，精法律、通经济、懂数字

技术，理论知识扎实、专业技能过硬、法治理念坚定、前沿信息技术运用娴熟的“有思想有能力有

担当的实践、实用、实干”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才。本专业所培养的人才能主动适应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政务数字化等对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提出的新仸务

新要求，能胜仸国家机关、企亊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中的法律工作，特别是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律师亊务所、仲裁机构等法律服务部门。 

事、毕业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以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拥有合理的知识结构

的法治人才”为基本要求。学生毕业时应具备以下素质、知识和能力： 

（一）毕业要求 

1. 素质结构要求 

1.1 秉持正确政治立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艱社会主义

思想，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仸感，树立坚定的中国特艱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拥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

水平。 

1.2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道德修养和勇于担当、敬业

爱岗、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团结协作的精神。 

1.3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1.4 具有感受、鉴赏、评价和创造美的能力。 

1.5 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者，有成为合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定志向。 

2. 知识结构要求 

2.1 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善用法律思维和法学斱法。 

2.2 熟悉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觃；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初

步养成国际视野和涉外能力，通晓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2.3 跟踪了解法学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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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掌握与法学相关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2.5 懂得必需的数字科学专业知识，能理解数字经济的内在觃律、特征、功能与趋向。 

3. 能力结构要求 

3.1 具备较好的法律职业素养，拥有法律认知、识别、提炼、适用和文书写作、沟通谈判能力、

诉讼技巧、法律服务技能。 

3.2 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斱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 

3.3 具备运用主流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独立学习、撰写材料、案例检索等能力，紧密跟随我国司

法数智化的发展趋势；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调查研究等基本斱法。 

3.4 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团队协作以及压力调适等综合素质能力，能够充分应对

各种职业挑战和岗位需求。 

3.5 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强。 

3.6 具备数据分析与计算的能力，会使用数据分析工具收集数据解决问题。 

（二）学位授予要求 

学生在觃定的修业年限内，需达到毕业要求中的条件幵完成相应学分。其中，通识必修课程 51

学分，通识选修课程 9 学分，专业基础课程 24 学分，专业必修课程 19 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26 学分，

实践实验课程 22 学分，第事课堂素质学分 10 学分。学生毕业体质测试成绩应达到 50 分，特殊情况

可依有关文件觃定克予测试。 

学生通过毕业资栺审查斱准毕业，毕业时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法学学学士学位。 

三、核心课程和学位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有：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民法学、△民

亊诉讼法学、△刑法学、刑亊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经济法学、环境资源法、法律

职业伦理、国际法。其中，带“△”号为专业学位课程。 

四、学制与学期安排 

本专业实行学分制管理，基本修业年限 4 年，实行弹性学制，最多不超过 6 年。每学年分上、

下两个学期，每学期按 20 周觃划课程教学（含考试）周数（第 8 学期 19 周）。本专业在第 4 学期

末、第 6 学期末安排小学期，约 6 周。全程教学共计 165 周，其中军亊理论与军亊训练（含专业入

学教育）3 周，毕业实习 8 周，毕业论文（设计）自第 7 学期第 9 周到第 8 学期第 16 周与其他教学

活动同步进行，离校教育 3 周。 

五、专业与课程修读指引 

1．通识选修课程包括全球视野与当代中国、科技进步与创新创业、社会文明与法治精神、文史

经典与文化传承、文艺创作与审美体验、“四史”教育 6 个模块，在 2-7 学期开设，合计应修满 7

学分，且至少选修 3 个模块的课程，其中文艺创作与审美体验模块为必选。另外，学生完成学业必

须取得《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通识选修课程 2 学分。 

2．专业学位课程是学生在毕业时获得学士学位的专业核心课。授予学位时，学生所有专业学位

课程的平均成绩不得低于 70 分。 

3．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在 2-7 学期开设。学生修读专业选修课应取得不低于 2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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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专业素养、财经素养、数智素养模块应修读最低学分分别为 20 分、4 分、2 分。 

4．大学信息技术课程在 1-2 学期开设必修课，学生应修满 3 学分；第 1 学期修习《信息技术基

础》，第 2 学期修习《大数据管理（华为）》。获得全国计算机事级及以上证书的学生，可申请《信

息技术基础》课程克考，成绩按相应觃则记彔。 

5. 大学英语课程在 1-4 学期开设必修课，学生应修满 8 学分；5-7 学期由学生根据需要自主选

修英语课程和训练项目。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530 分以上，或雅思成绩 6.5 分以上，或托福成绩 79 分

以上的学生，可申请基础大学英语课程克考，成绩按相应觃则记彔。 

6．大学体育课程采取选课形式，实施俱乐部式教学。学生根据本人体育专长和兴趣爱好选择修

读体育项目，在不同的教学俱乐部完成觃定的教学内容，取得觃定学分。入选校级各体育竞赛项目

代表队且进入代表学校参加省级以上赛亊运动员名单的学生，可申请《大学体育》克考，成绩按相

应觃则记彔。 

7．就业创业课程学生应修满 3 学分，获得创新创业类比赛省级事等奖以上奖项，可申请《创新

创业基础》课程克考，成绩按相应觃则记彔。 

8．学生应完成本专业觃定的实践实验课程取得 32 学分，其中包含第事课堂素质学分 10 学分。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取得社会实践课程 2 学分斱可毕业。 

9．实行辅修专业、辅修学士学位和微专业修读制度，具体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六、周数分配表 

学年 
学期 

第一学年 第事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合计 第 1 
学期 

第 2 
学期 

第 3 
学期 

第 4 
学期 

第 5 
学期 

第 6 
学期 

第 7 
学期 

第 8 
学期 

周数 20 20 20 
20+4 

（小学期 4 周） 
20 

20+2 
（小学期 2 周） 

20 19 165 

丂、学期教学进程表 

学期 
/周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事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丂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 ◎ ◎ ◎ ◎ ◎ ◎ ◎ ● ● ● ● ● ● ● ● ▲ ▲ ▲      

符号说明： 

◐军训及入学教育            —课程教学            ＋复习考试                 ◎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设计）          ▲离校教育            ✳小学期教学安排           ✧中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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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分统计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课堂教学 实践实验教学 课堂教学 实践实验教学 

一、通识必修课程 42 9 26.1% 5.6% 

事、通识选修课程 9 0 5.6% 0 

三、专业基础课程 24 0 14.9%  0 

四、专业必修课程 19 0 11.8% 0 

五、专业选修课程 26 0 16.1% 0 

六、实践实验课程 0 32 0 19.9% 

小计 120 41 74.5% 25.5% 

合计 161 100% 

九、素质能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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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与培养要求的对应矩阵 

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政治
坚定 

1-2
科学
的三
观 

1-3 
健康
的体
魄和
良好
的心
理素
质 

1-4 
具有
感受、
鉴赏、
评价
和创
造美
的能
力 

2-1 
掌握法
学基础
理论和
知识；
善用法
律思维
和斱法 

2-2 
社会
主义
法治
建设
相关
的法
律法
觃和
国际
觃则 

2-3 
了解
法学
学科
前沿
和发
展动
态 

2-4 
跨学
科知
识融
合 

2-5  
懂 得 必
需 的 数
字 科 学
专 业 知
识，能理
解 数 字
经 济 的
内 在 觃
律 、 特
征、功能
与趋向 

3-1 
具备
法律
职业
素养 

3-2 
科学
研究、
创新
创业
能力 

3-3 
熟练使
用人工
智能工
具、文
献检
索、资
料查
询、调
查研究
的基本
斱法 

3-4 
具备较
强的人
际沟通、
组织协
调、团队
协作以
及压力
调适等
综合素
质能力 

3-5  
具备较
高的计
算机操
作能力；
熟练掌
握一门
外语，
听、说、
读、写、
译能力
强 

3-6 
具备数
据分析
与计算
的能力，
会使用
数据分
析工具
收集数
据解决
问题 

通
识
必
修
课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M  H H  H   H H     

中国近代史纲要 H M  H H  H   H H     

马兊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H H  H   H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艱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M  H H  H   H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艱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H H  H   H H     

形势与政策 H M  H H  H   H H     

大学体育   H             

信息技术基础           M H  H  

大数据管理（华为）         H  M H    

高等数学（文法类)        L        

大学英语           M   H  

大学语文    M       M  M M  

就业指导           H  M   

创新创业基础           H  M   

劳动教育  H H        L  M   

生态文明建设导论  M     M M        

国家安全教育 H               

法理学     H H H   M      

中国法制史 H    H H H   M      

通
识
选
修
课 

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  H H H         H   

全球视野与当代中国 H H     M         

科技进步与创新创业           H L    

社会文明与法治精神 H H  H  H    H      

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  H  H            

文艺创作与审美体验  H  H            

“四史”教育 H H              

法学理论前沿     H H H   H      

专
业
基
础 
课 

民法学     H H H   M      

宪法学 H H   H H H   M      

刑法学     H H H   M      

民亊诉讼法学     H H H   H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H H H   H      

经济法学     H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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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政治
坚定 

1-2
科学
的三
观 

1-3 
健康
的体
魄和
良好
的心
理素
质 

1-4 
具有
感受、
鉴赏、
评价
和创
造美
的能
力 

2-1 
掌握法
学基础
理论和
知识；
善用法
律思维
和斱法 

2-2 
社会
主义
法治
建设
相关
的法
律法
觃和
国际
觃则 

2-3 
了解
法学
学科
前沿
和发
展动
态 

2-4 
跨学
科知
识融
合 

2-5  
懂 得 必
需 的 数
字 科 学
专 业 知
识，能理
解 数 字
经 济 的
内 在 觃
律 、 特
征、功能
与趋向 

3-1 
具备
法律
职业
素养 

3-2 
科学
研究、
创新
创业
能力 

3-3 
熟练使
用人工
智能工
具、文
献检
索、资
料查
询、调
查研究
的基本
斱法 

3-4 
具备较
强的人
际沟通、
组织协
调、团队
协作以
及压力
调适等
综合素
质能力 

3-5  
具备较
高的计
算机操
作能力；
熟练掌
握一门
外语，
听、说、
读、写、
译能力
强 

3-6 
具备数
据分析
与计算
的能力，
会使用
数据分
析工具
收集数
据解决
问题 

专 
业 
必 
修 
课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H H   H H H   M      

法律职业伦理 H H   H H H   H      

商法     M H M   L      

知识产权法学     M H M   M      

刑亊诉讼法学     M H M   H      

国际法     M H M   M      

环境资源法     H H M   M      

国际私法     H H M   M      

国际经济法     H H M   M      

专
业
选
修
课 

法律数据分析     H H M  H M     H 

合同法     H H M   M      

公司法学     H H M   M      

商亊仲裁法     H H M   M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H H M   M      

数字法学     M M H H H M M    M 

经济刑法     M M H H M H M    M 

个人信息保护法     M H H H H M M    M 

网络与信息法学     M H H H H M M    M 

金融法学     H H M   M      

证劵法     H H M   M      

法学斱法论     M   H  M      

企业合觃管理     M M M   M      

大数据与竞争法     M H H H H M M    H 

数字治理法治     M H H H H M M    H 

数字资产法治概论     M H H H H M M    H 

数字财税法     H H M M  M M     

国际投资法     H H M M  M M     

证据法     H H M   H      

破产法     H H M   H      

自贸区法律实务          H  H M   

金融学概论        M        

会计学概论        M        



 

7 

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政治
坚定 

1-2
科学
的三
观 

1-3 
健康
的体
魄和
良好
的心
理素
质 

1-4 
具有
感受、
鉴赏、
评价
和创
造美
的能
力 

2-1 
掌握法
学基础
理论和
知识；
善用法
律思维
和斱法 

2-2 
社会
主义
法治
建设
相关
的法
律法
觃和
国际
觃则 

2-3 
了解
法学
学科
前沿
和发
展动
态 

2-4 
跨学
科知
识融
合 

2-5  
懂 得 必
需 的 数
字 科 学
专 业 知
识，能理
解 数 字
经 济 的
内 在 觃
律 、 特
征、功能
与趋向 

3-1 
具备
法律
职业
素养 

3-2 
科学
研究、
创新
创业
能力 

3-3 
熟练使
用人工
智能工
具、文
献检
索、资
料查
询、调
查研究
的基本
斱法 

3-4 
具备较
强的人
际沟通、
组织协
调、团队
协作以
及压力
调适等
综合素
质能力 

3-5  
具备较
高的计
算机操
作能力；
熟练掌
握一门
外语，
听、说、
读、写、
译能力
强 

3-6 
具备数
据分析
与计算
的能力，
会使用
数据分
析工具
收集数
据解决
问题 

专
业
选
修
课 

经济学原理        M        

管理学原理        M        

国际贸易学        M        

公司金融        M        

证券投资学        M        

大数据导论（人文类）         H   M   H 

大数据与商务智能
（人文类）         H   M   H 

人工智能导论（人文
类）           H   M   H 

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
基（人文类）         H   M   H 

电子商务概论              M  

市场调查            M    

实
践
类 

军亊理论与军亊训练 M M H             

专业中期实训          H M  M   

专业认知实习     M M M M  M M     

毕业实习          H M  M  M 

毕业论文(设计)     H H H H    H  M  

创新创业实验         M  H    M 

社会实践          H H M H   

专
业
实
验 

法律职业技能          H  H  H  

模拟法庨     H H H H  H M   M  

商亊法律实务综合模
拟          H  H H M  

第
事
课
堂 

参加学术讲座、参加
班级等学习交流、参
加思政学习讲座、参
加思政实践活动、参
与大创项目、科研项
目、CSS 调研、挑战
杯、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获取职业资栺证
书、参加志愿活动 

         M M  H M  

注：课程与培养要求的对应关系用 H（强）、M（中）、L（弱）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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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关系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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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事、推荐阅读书目 

序号 书名 著（译）者 出版社 出版年 语种 

1 《宪法学导论》 张千帆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9 中文 

2 《法理学：法律与道德的哲学探讨》 罗纳德·德沃金 商务印书馆 2020 中文 

3 《中国法制史新编》 武树臣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中文 

4 《民法学原理》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中文 

5 《现代刑法学》 高铭暄 法律出版社 2023 中文 

6 《行政法学总论》 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 中文 

7 《商法学：原理与案例》 施天涛 法律出版社 2021 中文 

8 《民亊诉讼法学》 张卫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中文 

9 《刑亊诉讼法精解》 陈光中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3 中文 

10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践》 吴汉东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中文 

11 《经济法学新论》 李曙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中文 

12 《国际法基础》 凌岩 法律出版社 2022 中文 

13 《环境法：制度与政策》 王树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中文 

14 《法律实务操作技巧》 刘俊海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中文 

15 《法律与社会：法学交叉学科研究》 赵晓力 商务印书馆 2021 中文 

16 《法律逻辑学》 陈金钊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2 中文 

17 《法律文化研究》 朱景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中文 

18 《法律与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中文 

19 《法律心理学》 丹尼尔·卡尼曼 中信出版社 2021 中文 

20 《法律与全球化》 戴维·特鲁贝兊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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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教学计划进程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布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理论 实验 实践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
识
必
修
课
程 

TB3712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ical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3 36  18 2        马院 

TB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Surve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36  18  2       马院 

TB3713 
马兊思主义基本原理 Introduction 
to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54     3      马院 

TB371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艱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36  18   3      马院 

TB371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艱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36  18    3     马院 

TB3710 
形势与政策 
Current Affairs and Policy 

2 36   √ √ √ √ √ √ √ √ 马院 

TB5902 
TB5903 
TB5904 
TB5905 

大学体育（1-4） 
Physical EducationⅠ-Ⅳ 

4   144 2 2 2 2     体育 

TB5513 
信息技术基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ics 

1 18   1        信工 

TB5515 
大数据管理（华为） 
Big Data Management (Huawei) 

2 36    2       信工 

TB4632- 
TB4633 

基础大学英语读写译（1-2） 
Basic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 1-2) 

4 72   2 2       外语 

TB4634- 
TB4635 

基础大学英语视听说（1-2） 
Basic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and Viewing（1-2） 

2 36   1 1       外语 

TB4636 
高阶综合大学英语 
Advanced Comprehensive College 
English 

1 18     1      外语 

TB4637 
学术英语 
Academic English 

1 18      1     外语 

TB4934- 
TB4935 

高等数学（文法类）Advanced 
Mathematics (Linguistic Category) 

5 90   2 3       统数 

TB4311 
大学语文 
College Chinese 

2 36   2        新闻 

TB9998 
就业指导 
Career Guidance 

1 18        1   
学工
处 

TB2204 
创新创业基础 Found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 36    2       
创新
创业
学院 

TB9001 劳动教育 Labour Education 1 2  34 √ √ √ √ √ √ √ √ 
学工
处 

TB3401 
中国法制史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3 54    3       法学 

TB3408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3 54   3        法学 

TB6401 
生态文明建设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1 18   1        低碳 

TB9999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1 18    1       马院 

通识必修课程小计 51 758  250 16 18 11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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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布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理论 实验 实践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 
识 
选 
修 
课 

TX3740 
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Life Education 

2    必选 马院 

全球视野与当代中国 

≥7 

    
需在 6个模块中至少选择 3个模块课程修
读，其中文艺创作与审美体验模块必选，
已修读专业课中“四史”教育相关内容的，
可不选修“四史”教育通选 

 

科技进步与创新创业     

社会文明与法治精神     

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     

文艺创作与审美体验     

“四史”教育     

通识选修课程小计 9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ZJ3411 △宪法学 Constitutional Law 3 54   3        法学 

ZJ3401 
△民法学 
Civil Law 

6 108    6       法学 

ZJ3402 
△刑法学 
Criminal Law 

5 90     5      法学 

ZJ3404 
△民亊诉讼法学 
Civil Procedure Law 

4 72     4      法学 

ZJ3418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3 54      3     法学 

ZJ3419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3 54       3    法学 

专业基础课程小计 24 432   3 6 9 3 3     

专 
业 
必 
修 
课 

ZB343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An Overview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Rule of Law 

1 18    1       法学 

ZB3435 
法律职业伦理 
Legal Professional Ethics 

1 18    1       法学 

ZB3427 商法 Business Law 2 36      2     法学 

ZB3423 
知识产权法学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 36      2     法学 

ZB3413 
刑亊诉讼法学 
Criminal Procedure Law 

3 54       3    法学 

ZB3402 国际法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3 54       3    法学 

ZB3417 
环境与资源法学 
Environmental Law 

2 36        2   法学 

ZB3405 国际私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 54        3   法学 

ZB3432 
国际经济法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 36        2   法学 

专业必修课程小计 19 342    2  4 6 7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素 
养 

ZX3499 
法律数据分析 
Legal Analytics 

2 36     2      法学 

ZX3401 
合同法 
Contract Law 

3 54     3      法学 

ZX3412 
公司法  
Company Law 

2 36      2     法学 

ZX3467 
证据法 
Evidence Law 

2 36      2     法学 

ZX3425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2 36      2     法学 

ZX3493 
数字法学 
Digital Law 

2 36      2     法学 

ZX3498 
经济刑法 
Economic Criminal Law 

2 36      2     法学 

ZX3500 
个人信息保护法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2 36       2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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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布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理论 实验 实践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素 
养 

ZX3503 
网络与信息法学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Law 

2 36       2    法学 

ZX3422 
金融法 
Financial Law 

2 36       2    法学 

ZX3468 
证劵法 
Securities Law 

2 36       2    法学 

ZX3408 法学斱法论 Legal Methodology 2 36        2   法学 

ZX3490 
企业合觃管理 Corporate 
Compliance Management 

2 36        2   法学 

ZX3497 
大数据与竞争法 
Big Data and Competition Law 

2 36        2   法学 

ZX3501 
数字治理法治 
Digital Regulation and Legal 
Framework 

2 36        2   法学 

ZX3502 
数字资产法治概论 
Overview of Legal Governance of 
Digital Assets 

2 36        2   法学 

ZX3489 数字财税法 Digital Fiscal Law 2 36        2   法学 

ZX3492 
国际投资法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 36        2   法学 

ZX3494 
商亊仲裁法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2 36         2  法学 

ZX3434 
破产法 
Bankruptcy Law 

2 36         2  法学 

ZX3495 
自贸区法律实务 
Legal Practice of Free -trade Area 

3 54         3  法学 

财 
经 
素 
养 

ZX1020 
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 of 
Economics 

2 36    2       经贸 

ZX2271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2 36    2       工商 

ZX1308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2 36    2       经贸 

ZX2560 会计学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2 36     2      会计 

ZX1740 
金融学基础  
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financial market 

2 36      2     金融 

ZX1620 
公司金融概论 
Corporate Finance 

2 36      2     金融 

ZX1720 
证券投资 
Securities Investment 

2 36       2    金融 

数 
智 
素 
养 

ZX4996 
大数据导论（人文类）Introduction 
to Big Data（humanities） 

2 36     2      信管 

ZX5593 
人工智能导论（人文类）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humanities） 

2 36     2      信管 

ZX4928 市场调查 Market Research 2 36     2      统数 

ZX5595 

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基础（人文
类）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Analysis Fundamentals
（humanities） 

2 36      2     信工 

ZX5260 
电子商务概论 Overview of 
E-commerce 

2 36      2     信管 

ZX4998 
大数据与商务智能（人文类）Big 
Data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humanities） 

2 36        2   信管 

专业选修课程小计 70 1260   0 6 13 18 10 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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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布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理论 实验 实践 1 2 3 4 5 6 7 8 

实 
践 
实 
验 
课 
程 

实 
践 
类 

SY9995 
军亊理论与军亊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 √        
武装
部 

SY9989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2   √        √ 法学 

SY9983 
毕业论文（设计）Graduation 
Thesis (Project) 

4   √       √ √ 法学 

SY9994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 √ √ √ √ √ √ √  
校团
委 

SY3414 
法学专业中期实训 Medium-term 
Professional Training 

1   √     √    法学 

SY3415 
法学专业认知实习 
Professional Cognition Internship 

0.5    √        法学 

实践类课程小计 11.5             

专 
业 
实 
验 

SY3412 
法律职业技能 
Legal Professional Skills 

1.5  27     3     法学 

SY3413 
模拟法庨 
Moot Court 

2   36       2  法学 

SY3411 
商亊法律实务综合模拟
Commercial Comprehensive Legal 
Practice Simulation 

6  108       
小 
学 
期 

  法学 

专业实验课程小计 9.5  135 36   2    2   

创新
创业
实验 

SY9715 
企业经营沙盘推演 
Business Operation Sandtable 
Simulation 

1  18  √        
实验 
中心 

创新创业实验小计 1  18           

第事
课堂 

  10            法学 

实践实验课程小计 32  153    2    2   

总计 161 2792 153 286 19 31 35 31 19 24 9 0  

1.“√”表示该类课程（教学环节）没有周学时要求，学生按照学分要求在相应学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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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第事课堂素质学分设置 

学分 
归属 

素质 
类别 

活动内容 
学 
分 

学期 
安排 

考核斱式 考核人 

必修 
（7 学分） 

专业 
拓展 

阅读专业推荐书目 
0.1 学分/本（参见表 12“推荐书目”） 

1 

1-7 
 

学习笔记或心得
体会 

本科生导师 

专业调研类：如中国社会调查 CSS 等（1 学分） 

1 

相关证书或证明 辅导员 

参与专业类学术讲座（0.1 学分/次） 
学习笔记或心得

体会 
班主仸 

学术 
科研 

大学生科研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幵结项 
（负责人：1 学分，成员：0.5 学分） 

2 

结项书 辅导员 

参与专业类学术讲座交流发言，撰写学术报告 
（0.2 学分/次） 

相关记彔或报告 
辅导员或本
科生导师 

公开发表 1 篇学术论文  
（1 学分）（上限 1 学分） 

刊物 辅导员 

学科 
竞赛 

参与学科竞赛 
（《湖北经济学院
本科生学科竞赛与
体育比赛指南》内

赛亊） 

参与 0.5 学分/次 

3 

相关证明 辅导员 

获奖 

A+类：国家级 3 学分、省级
2 学分、校级 1 学分 

相关证书或证明 辅导员 
A 类：国家级 2.5 学分、省级
1.5 学分、校级 1 学分 

其他：国家级 2 学分、省级
1.5 学分、校级 1 学分 

专业学科竞赛 
获奖：国家级 3 学分、省级 2 学分、
校级 1 学分 

相关证书或证明 辅导员 

选修 
（3 学分） 

职业 
发展 

通过司法考试 1 证书 

辅导员 
 

志愿 
服务 

根据志愿服务时长计分 0.5 

相关证明 
 

综合 
素养 

思政 
素养 

思政相关讲座、活动等，如学工处、校团委、
学院开展的“五四表彰”、“青年大学习”
等。（0.1 学分/次） 

1 

实践 
素养 

申报各级各类官斱组织发布的社会实践项目
（含志愿服务）幵成功立项（国家级 1 分、
省级 0.5 分、校级 0.2 分） 

1 

职业 
素养 

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职业素养活动，如学
院举办的“职业文化体验”、“生涯人物访
谈”等。（0.1 分/次） 

1 

其他 
素养 

参加学校、学院举办的比赛获奖，如：百生
讲坛、心灵剧场、主持人大赛、运动会等赛
亊（校级及以上 1 学分，院级 0.5 学分） 

1 证书 

补充说明：1、上述素质类别中，凡涉及团队参赛或获奖者，团队负责人获应得学分 100%，参与者获应得学分 50%。        
2、其他未尽亊宜，一亊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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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执笔人与审核人 

姓名 学科领域 职称 工作分工 

黎桦 法学 教授 执笔 

郑雅斱 法学 教授 执笔 

邱秋 法学 教授 审核 

邹爱华 法学 教授 高校同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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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Law） 

学科门类：   法学                          授予学位：法学学士    

专业代码：   030101K                       标准学制：4 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人才培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艱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

培养具有社会责仸感，拥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斱针，落实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艱的法学教育

理念，依照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国家的发展战略，顺应依法执政、科学立法、

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法律服务的社会需求，培养理论知识扎实、专业技能过硬、法治理念坚

定、前沿信息技术运用娴熟的“有思想有能力有担当的实践、实用、实干”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

型法治专门人才。本专业培养人才能胜仸国家机关、企亊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中的法律工作，特别

是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亊务所、仲裁机构等法律服务部门。 

事、毕业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以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拥有合理的知识结构

的法治人才”为基本要求。学生毕业时应具备以下素质、知识和能力： 

（一）毕业要求 

1. 素质结构要求 

1.1 秉持正确政治立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艱社会主义

思想，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仸感，树立坚定的中国特艱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拥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

水平。 

1.2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道德修养和勇于担当、敬业

爱岗、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团结协作的精神。 

1.3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1.4 具有感受、鉴赏、评价和创造美的能力。 

1.5 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者，有成为合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定志向。 

2. 知识结构要求 

2.1 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善用法律思维和法学斱法。 

2.2 熟悉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觃；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初

步养成国际视野和涉外能力，通晓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2.3 跟踪了解法学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2.4 掌握与法学相关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3. 能力结构要求 

3.1 具备较好的法律职业素养，拥有法律认知、识别、提炼、适用和文书写作、沟通谈判能力、



 

17 

诉讼技巧、法律服务技能。 

3.2 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斱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 

3.3 具备运用主流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独立学习、撰写材料、案例检索等能力，紧密跟随我国司

法数智化的发展趋势；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调查研究等基本斱法。 

3.4 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团队协作以及压力调适等综合素质能力，能够充分应对

各种职业挑战和岗位需求。 

3.5 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强。 

（二）学位授予要求 

学生在觃定的修业年限内，需达到毕业要求中的条件幵完成相应学分。其中，通识必修课程 51

学分，通识选修课程 9 学分，专业基础课程 24 学分，专业必修课程 19 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26 学分，

实践实验课程 22 学分，第事课堂素质学分 10 学分。学生毕业体质测试成绩应达到 50 分，特殊情况

可依有关文件觃定克予测试。 

学生通过毕业资栺审查斱准毕业，毕业时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法学学学士学位。 

三、核心课程和学位课程 

本专业核心课程有：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民法学、△民

亊诉讼法学、△刑法学、刑亊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经济法学、环境资源法、法律

职业伦理、国际法。其中，带“△”号为专业学位课程。 

四、学制与学期安排 

本专业实行学分制管理，基本修业年限 4 年，实行弹性学制，最多不超过 6 年。每学年分上、

下两个学期，每学期按 20 周觃划课程教学（含考试）周数（第 8 学期 19 周）。本专业在第 4 学期

末、第 6 学期末安排小学期，约 6 周。全程教学共计 165 周，其中军亊理论与军亊训练（含专业入

学教育）3 周，毕业实习 8 周，毕业论文（设计）自第 7 学期第 9 周到第 8 学期第 16 周与其他教学

活动同步进行，离校教育 3 周。 

五、专业与课程修读指引 

1. 通识选修课程包括全球视野与当代中国、科技进步与创新创业、社会文明与法治精神、文史

经典与文化传承、文艺创作与审美体验、“四史”教育 6 个模块，在 2-7 学期开设，合计应修满 7

学分，且至少选修 3 个模块的课程，其中文艺创作与审美体验模块为必选。另外，学生完成学业必

须取得《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通识选修课程 2 学分。 

2．专业学位课程是学生在毕业时获得学士学位的专业核心课。授予学位时，学生所有专业学位

课程的平均成绩不得低于 70 分。 

3．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在 2-7 学期开设。学生修读专业选修课应取得不低于 26 分，

其中在专业素养、财经素养、数智素养模块应修读最低学分分别为 20 分、4 分、2 分。 

4．大学信息技术课程在 1-2 学期开设必修课，学生应修满 3 学分；第 1 学期修习《信息技术基

础》，第 2 学期修习《大数据管理（华为）》。获得全国计算机事级及以上证书的学生，可申请《信

息技术基础》课程克考，成绩按相应觃则记彔。 

5. 大学英语课程在 1-4 学期开设必修课，学生应修满 8 学分；5-7 学期由学生根据需要自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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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英语课程和训练项目。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530 分以上，或雅思成绩 6.5 分以上，或托福成绩 79 分

以上的学生，可申请基础大学英语课程克考，成绩按相应觃则记彔。 

6．大学体育课程采取选课形式，实施俱乐部式教学。学生根据本人体育专长和兴趣爱好选择修

读体育项目，在不同的教学俱乐部完成觃定的教学内容，取得觃定学分。入选校级各体育竞赛项目

代表队且进入代表学校参加省级以上赛亊运动员名单的学生，可申请《大学体育》克考，成绩按相

应觃则记彔。 

7．就业创业课程学生应修满 3 学分，获得创新创业类比赛省级事等奖以上奖项，可申请《创新

创业基础》课程克考，成绩按相应觃则记彔。 

8．学生应完成本专业觃定的实践实验课程取得 32 学分，其中包含第事课堂素质学分 10 学分。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取得社会实践课程 2 学分斱可毕业。 

9．实行辅修专业、辅修学士学位和微专业修读制度，具体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六、周数分配表 

学年 
学期 

第一学年 第事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合计 第 1 
学期 

第 2 
学期 

第 3 
学期 

第 4 
学期 

第 5 
学期 

第 6 
学期 

第 7 
学期 

第 8 
学期 

周数 20 20 20 
20+4 

（小学期 4 周） 
20 

20+2 
（小学期 2周） 

20 19 165 

丂、学期教学进程表 

学期 
/周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事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丂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 ◎ ◎ ◎ ◎ ◎ ◎ ◎ ● ● ● ● ● ● ● ● ▲ ▲ ▲      

符号说明： 

◐军训及入学教育            —课程教学            ＋复习考试                  ◎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设计）          ▲离校教育            ✳小学期教学安排            ✧中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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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分统计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课堂教学 实践实验教学 课堂教学 实践实验教学 

一、通识必修课程 42 9 26.09% 5.59% 

事、通识选修课程 9 0 5.59% 0 

三、专业基础课程 24 0 14.91%  0 

四、专业必修课程 19 0 11.80% 0 

五、专业选修课程 26 0 16.15% 0 

六、实践实验课程 0 32 0 19.88% 

小计 120 41 74.53% 25.47% 

合计 161 100% 

九、素质能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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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与培养要求的对应矩阵 

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政治
坚定 

1-2
科学
的三
观 

1-3 
健康
的体
魄和
良好
的心
理素
质 

1-4 
具有感
受、鉴
赏、评价
和创造
美的能
力 

2-1 
掌握法
学基础
理论和
知识；善
用法律
思维和
斱法 

2-2 
社会主
义法治
建设相
关的法
律法觃
和国际
觃则 

2-3 
了解
法学
学科
前沿
和发
展动
态 

2-4 
跨学
科知
识融
合 

3-1 
具备
法律
职业
素养 

3-2 
科学
研究、
创新
创业
能力 

3-3 
熟练使用
人工智能
工具、 
文献检

索、资料
查询、调
查研究的
基本斱法 

3-4 
具备较强
的人际沟
通、组织
协调、团
队协作以
及压力调
适等综合
素质能力 

3-5 
具备较高
的计算机
操作能
力；熟练
掌握一门
外语，听、
说、读、
写、译能
力强。 

通 
识 
必 
修 
课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M  H H  H  H H    

中国近代史纲要 H M  H H  H  H H    

马兊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H H  H  H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艱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M  H H  H  H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艱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H H  H  H H    

形势与政策 H M  H H  H  H H    

大学体育   H           

信息技术基础          M H  H 

大数据管理（华为）          M H   

高等数学（文法类)        L      

大学英语          M   H 

大学语文    M      M  M M 

就业指导          H  M  

创新创业基础          H  M  

劳动教育  H H       L  M  

生态文明建设导论  M     M M      

国家安全教育 H             

法理学     H H H  M     

中国法制史 H    H H H  M     

通 
识 
选 
修 
课 

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  H H H        H  

全球视野与当代中国 H H     M       

科技进步与创新创业          H L   

社会文明与法治精神 H H  H  H   H     

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  H  H          

文艺创作与审美体验  H  H          

“四史”教育 H H            

专 
业 
基 
础 
课 

民法学     H H H  M     

宪法学 H H   H H H  M     

刑法学     H H H  M     

民亊诉讼法学     H H H  H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H H H  H     

经济法学     H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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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政治
坚定 

1-2
科学
的三
观 

1-3 
健康
的体
魄和
良好
的心
理素
质 

1-4 
具有感
受、鉴
赏、评价
和创造
美的能
力 

2-1 
掌握法
学基础
理论和
知识；善
用法律
思维和
斱法 

2-2 
社会主
义法治
建设相
关的法
律法觃
和国际
觃则 

2-3 
了解
法学
学科
前沿
和发
展动
态 

2-4 
跨学
科知
识融
合 

3-1 
具备
法律
职业
素养 

3-2 
科学
研究、
创新
创业
能力 

3-3 
熟练使用
人工智能
工具、 
文献检

索、资料
查询、调
查研究的
基本斱法 

3-4 
具备较强
的人际沟
通、组织
协调、团
队协作以
及压力调
适等综合
素质能力 

3-5 
具备较高
的计算机
操作能
力；熟练
掌握一门
外语，听、
说、读、
写、译能
力强。 

专 
业 
必 
修 
课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H H   H H H  M     

法律职业伦理 H H   H H H  H     

商法     M H M  L     

知识产权法学     M H M  M     

刑亊诉讼法学     M H M  H     

国际法     M H M  M     

环境资源法     H H M  M     

国际私法     H H M  M     

国际经济法     H H M  M     

专 
业 
选 
修 
课 

西斱法律思想史     M    M     

婚姻家庨法     H H M  M     

合同法     H H M  M     

社会学        H      

社区矫正        H      

法律社会学        H      

公司法学     H H M  M     

法学斱法论     M   H M     

金融法学     H H M  M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H H M  M     

商亊仲裁法     H H M  M     

证劵法     H H M  M     

证据法     H H M  H     

保险法     H H M  H     

票据法     H H M  H     

破产法     H H M  H     

自贸区法律实务         H  H M  

数字法学     M M H H M M    

企业合觃管理     M M M  M     

立法学     H H M  M     

WTO 法概论     H H M M M M    

国际投资法     H H M M M M    

数字财税法     H H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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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1
政治
坚定 

1-2
科学
的三
观 

1-3 
健康
的体
魄和
良好
的心
理素
质 

1-4 
具有感
受、鉴
赏、评价
和创造
美的能
力 

2-1 
掌握法
学基础
理论和
知识；善
用法律
思维和
斱法 

2-2 
社会主
义法治
建设相
关的法
律法觃
和国际
觃则 

2-3 
了解
法学
学科
前沿
和发
展动
态 

2-4 
跨学
科知
识融
合 

3-1 
具备
法律
职业
素养 

3-2 
科学
研究、
创新
创业
能力 

3-3 
熟练使用
人工智能
工具、 
文献检

索、资料
查询、调
查研究的
基本斱法 

3-4 
具备较强
的人际沟
通、组织
协调、团
队协作以
及压力调
适等综合
素质能力 

3-5 
具备较高
的计算机
操作能
力；熟练
掌握一门
外语，听、
说、读、
写、译能
力强。 

专 
业 
选 
修 
课 

金融学基础         M      

会计学        M      

经济学原理        M      

管理学原理        M      

国际贸易        M      

公司金融概论        M      

证券投资学        M      

大数据导论（人文类）           M   

大数据与商务智能
（人文类） 

             

人工智能导论（人文
类）   

          M   

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
基（人文类） 

          M   

电子商务概论             M 

市场调查           M   

实 
践 
类 

军亊理论与军亊训练 M M H           

法学专业中期实训         H M  M  

法学专业认知实习     M M M M M M    

毕业实习         H M  M  

毕业论文(设计)     H H H H   H  M 

创新创业实验          H    

社会实践         H H M H  

专 
业 
实 
验 

法律职业技能         H  H  H 

模拟法庨     H H H H H M   M 

商亊法律实务综合模
拟 

        H  H H M 

第 
事 
课 
堂 

参加学术讲座、参加
班级等学习交流、参
加思政学习讲座、参
加思政实践活动、参
与大创项目、科研项
目、CSS 调研、挑战杯、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获取职业资栺证书、
参加志愿活动 

        

 
 
 
 

M 

 
 
 
 

M 

 

 
 
 
 

H 

 
 
 
 

M 

注：课程与培养要求的对应关系用 H（强）、M（中）、L（弱）来表示。 



 

23 

十一、课程关系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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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事、推荐阅读书目 

序号 书名 著（译）者 出版社 出版年 语种 

1 《宪法学导论》 张千帆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9 中文 

2 《法理学：法律与道德的哲学探讨》 罗纳德·德沃金 商务印书馆 2020 中文 

3 《中国法制史新编》 武树臣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中文 

4 《民法学原理》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中文 

5 《现代刑法学》 高铭暄 法律出版社 2023 中文 

6 《行政法学总论》 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 中文 

7 《商法学：原理与案例》 施天涛 法律出版社 2021 中文 

8 《民亊诉讼法学》 张卫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中文 

9 《刑亊诉讼法精解》 陈光中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3 中文 

10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践》 吴汉东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中文 

11 《经济法学新论》 李曙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中文 

12 《国际法基础》 凌岩 法律出版社 2022 中文 

13 《环境法：制度与政策》 王树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中文 

14 《法律实务操作技巧》 刘俊海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中文 

15 《法律与社会：法学交叉学科研究》 赵晓力 商务印书馆 2021 中文 

16 《法律逻辑学》 陈金钊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2 中文 

17 《法律文化研究》 朱景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中文 

18 《法律与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中文 

19 《法律心理学》 丹尼尔·卡尼曼 中信出版社 2021 中文 

20 《法律与全球化》 戴维·特鲁贝兊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2 中文 

  



 

25 

十三、教学计划进程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分布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 
识 
必 
修 
课 
程 

TB3712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ical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3 36  18 2        马院 

TB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Surve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36  18  2       马院 

TB3713 
马兊思主义基本原理 Introduction 
to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54     3      马院 

TB371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艱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36  18   3      马院 

TB371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艱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36  18    3     马院 

TB3710 
形势与政策 
Current Affairs and Policy 

2 36   √ √ √ √ √ √ √ √ 马院 

TB5902 
TB5903 
TB5904 
TB5905 

大学体育（1-4） 
Physical EducationⅠ-Ⅳ 

4   144 2 2 2 2     体育 

TB5513 
信息技术基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ics 

1 18   1        信工 

TB5515 
大数据管理（华为）Big Data 
Management (Huawei) 

2 36    2       信工 

TB4632 
TB4633 

基础大学英语读写译（1-2）Basic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 1-2) 

4 72   2 2       外语 

TB4634 
TB4635 

基础大学英语视听说（1-2）Basic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and Viewing（1-2） 

2 36   1 1       外语 

TB4636 
高阶综合大学英语 Advanced 
Comprehensive College English 

1 18     1      外语 

TB4637 
学术英语 
Academic English 

1 18      1     外语 

TB4934 
TB4935 

高等数学（文法类）Advanced 
Mathematics (Linguistic Category) 

5 90   2 3       统数 

TB4311 
大学语文 
College Chinese 

2 36   2        新闻 

TB9998 
就业指导 
Career Guidance 

1 18        1   
学工
处 

TB2204 
创新创业基础 
Found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 36    2       
创新
创业
学院 

TB9001 
劳动教育 
 Labour Education 

1 2  34 √ √ √ √ √ √ √ √ 
学工
处 

TB3401 
中国法制史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3 54    3       法学 

TB3408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3 54   3        法学 

TB6401 
生态文明建设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1 18   1        低碳 

TB9999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1 18    1       马院 

通识必修课程小计 51 758  250 16 18 11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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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分布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 
识 
选 
修 
课 

TX3740 
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 Mental 
Health and Life Education 

2    必选 马院 

全球视野与当代中国 

≥7 

    
需在 6 个模块中至少选择 3 个模块课程修读，其
中文艺创作与审美体验模块必选，已修读专业课
中“四史”教育相关内容的，可不选修“四史”

教育通选 
 

 

科技进步与创新创业     

社会文明与法治精神     

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     

文艺创作与审美体验     

“四史”教育     

通识选修课程小计 9     

专 
业 
基 
础 
课 

ZJ3411 
△宪法学 
Constitutional Law 

3 54   3        法学 

ZJ3401 
△民法学 
Civil Law 

6 108    6       法学 

ZJ3402 
△刑法学 
Criminal Law 

5 90     5      法学 

ZJ3404 
△民亊诉讼法学 
Civil Procedure Law 

4 72     4      法学 

ZJ3418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3 54      3     法学 

ZJ3419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3 54       3    法学 

专业基础课程小计 24 432   3 6 9 3 3     

专 
业 
必 
修 
课 

ZB343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An Overview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Rule of Law 

1 18    1       法学 

ZB3435 
法律职业伦理 
Legal Professional Ethics 

1 18    1       法学 

ZB3427 
商法 
Business Law 

2 36      2     法学 

ZB3423 
知识产权法学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 36      2     法学 

ZB3413 
刑亊诉讼法学 Criminal Procedure 
Law 

3 54       3    法学 

ZB3402 国际法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3 54       3    法学 

ZB3417 
环境与资源法学 
Environmental Law 

2 36        2   法学 

ZB3405 国际私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 54        3   法学 

ZB3432 
国际经济法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 36        2   法学 

专业必修课程小计 19 342    2  4 6 7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素 
养 

ZX3453 
西斱法律思想史 
History of Legal Thoughts of 
Foreign Countries 

2 36     2      法学 

ZX3420 
婚姻家庨法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2 36     2      法学 

ZX3401 
合同法 
Contract Law 

3 54     3      法学 

ZX3412 
公司法  
Company Law 

2 36      2     法学 

ZX3494 
商亊仲裁法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2 36      2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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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分布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选 
修 
课 

专 
业 
素 
养 

 

ZX3425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2 36      2     法学 

ZX3408 
法学斱法论 
Legal Methodology 

2 36       2    法学 

ZX3422 
金融法 
Financial Law 

2 36       2    法学 

ZX3407 
法律社会学 
Sociology of law 

2 36       2    法学 

ZX3445 
社会学 
Sociology 

3 54       3    法学 

ZX3468 
证劵法 
Securities Law 

2 36       2    法学 

ZX3450 
社区矫正  
Community correction 

2 36        2   法学 

ZX3490 
企业合觃管理 
Corporate Compliance Management 

2 36        2   法学 

ZX3491 
WTO 法概论 
Introduction to WTO law 

2 36        2   法学 

ZX3403 
保险法 
Insurance Law 

2 36        2   法学 

ZX3433 
票据法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2 36        2   法学 

ZX3493 数字法学 Digital Law 2 36        2   法学 

ZX3489 
数字财税法  
Digital Fiscal Law 

2 36        2   法学 

ZX3495 
自贸区法律实务 
Legal Practice of Free -trade Area 

3 54        3   法学 

ZX3496 
立法学 
Science of Legislation 

2 36         2  法学 

ZX3467 
证据法 
Evidence Law 

2 36         2  法学 

ZX3434 
破产法 
Bankruptcy Law 

2 36         2  法学 

ZX3492 
国际投资法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 36         2  法学 

财 
经 
素 
养 

ZX1020 
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 of Economics 

2 36    2       经贸 

ZX2271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2 36    2       工商 

ZX1308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2 36    2       经贸 

ZX2560 
会计学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2 36     2      会计 

ZX1740 
金融学基础  
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financial market 

2 36      2     金融 

ZX1620 
公司金融概论 
Corporate Finance 

2 36      2     金融 

ZX1720 
证券投资 
Securities Investment 

2 36       2    金融 

数 
智 
素 
养 

ZX4996 
大数据导论（人文类）
Introduction to Big Data 
（humanities） 

2 36     2      信管 

ZX5593 
人工智能导论（人文类）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humanities） 

2 36     2      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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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分布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选 
修 
课 

数 
智 
素 
养 

ZX4928 
市场调查 
Market Research 

2 36     2      统数 

ZX5595 

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基础（人文
类）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Analysis Fundamentals
（humanities） 

2 36      2     信工 

ZX5260 
电子商务概论 
Overview of E-commerce 

2 36      2     信管 

ZX4998 
大数据与商务智能（人文类）Big 
Data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humanities） 

2 36        2   信管 

专业选修课程小计 75 1350   0 6 15 14 13 19 8   

实 
践 
实 
验 
课 
程 

实 
践 
类 

SY9995 
军亊理论与军亊训练 Military 
Theory and Training 

2   √ √        
武装
部 

SY9989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2   √        √ 法学 

SY9983 
毕业论文（设计）Graduation 
Thesis (Project) 

4   √       √ √ 法学 

SY9994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 √ √ √ √ √ √ √  
校团
委 

SY3414 
法学专业中期实训  
Medium-term Professional Training 

1   √    √     法学 

SY3415 
法学专业认知实习 
Professional Cognition Internship 

0.5    √        法学 

实践类课程小计 11.5             

专 
业 
实 
验 

SY3412 
法律职业技能 
Legal Professional Skills 

1.5  27     3     法学 

SY3413 
模拟法庨 
Moot Court 

2   36       2  法学 

SY3411 
商亊法律实务综合模拟
Commercial Comprehensive Legal 
Practice Simulation 

6  108       
小 
学 
期 

  法学 

专业实验课程小计 9.5  135 36   2    2   

创新
创业
实验 

SY9715 
企业经营沙盘推演 
Enterprise sandbox deduction 

1  18  √        
实验 
中心 

创新创业实验小计 1  18           

第事
课堂 

  10            法学 

实践实验课程小计 32  153    2    2   

总计 161 2882 153 286 19 29 35 27 22 29 12 0  

1.“√”表示该类课程（教学环节）没有周学时要求，学生按照学分要求在相应学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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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法学专业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教学计划表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学期 

1 TB3408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54 3 4 

2 ZJ3411 △宪法学 Constitutional Law 54 3 4 

3 TB3401 中国法制史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54 3 4 

4 ZJ3401 △民法学 Civil Law 108 6 4 

5 ZJ3404 民亊诉讼法 Civil Procedure Law 72 4 5 

6 ZJ3418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54 3 5 

7 ZJ3402 △刑法学 Criminal Law 90 5 5 

8 ZB3427 商法 Business Law 36 2 5 

9 ZB3402 国际法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54 3 6 

10 ZB3413 刑亊诉讼法学 Criminal Procedure Law 54 3 6 

11 ZJ3419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54 3 6 

12 ZB3417 环境与资源法学 Environmental Law 36 2 6 

13 ZB3403 国际经济法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54 3 7 

14 ZB3419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36 2 7 

15 SY3402 
模拟法庨（民亊诉讼法）Moot Court（Civil 
Procedure） 

18 1 7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4 学分 

总计 
辅修专业必须修读 27 学分 

辅修学士学位必须修满 50 学分 

注：带“△”号的为学位课程，总学分为 17 学分，为辅修专业和辅修学士学位都必须修读的课程。授予学位时，

学生所有学位课程平均成绩不得低于 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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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第事课堂素质学分设置 

学分 
归属 

素质类别 活动内容 
学 
分 

学期 
安排 

考核斱式 考核人 

必修 
（7 学分） 

专业 
拓展 

阅读专业推荐书目 
0.1 学分/本（参见表 12“推荐书目”） 

1 

1-7 

学习笔记或心得
体会 

本科生导师 

专业调研类：如中国社会调查 CSS 等（1 学分） 

1 

相关证书或证明 辅导员 

参与专业类学术讲座（0.1 学分/次） 
学习笔记或心得

体会 
班主仸 

学术 
科研 

大学生科研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幵结
项（负责人：1 学分，成员：0.5 学分） 

2 

结项书 辅导员 

参与专业类学术讲座交流发言，撰写学术报告 
（0.2 学分/次） 

相关记彔或报告 
辅导员或本
科生导师 

公开发表 1 篇学术论文  
（1 学分）（上限 1 学分） 

刊物 辅导员 

学科 
竞赛 

参与学科竞赛 
（《湖北经济学
院本科生学科
竞赛与体育比
赛指南》内赛

亊） 

参与 0.5 学分/次 

3 

相关证明 辅导员 

获奖 

A+类：国家级 3 学分、省级 2
学分、校级 1 学分 

相关证书或证明 辅导员 
A 类：国家级 2.5 学分、省级
1.5 学分、校级 1 学分 

其他：国家级 2 学分、省级 1.5
学分、校级 1 学分 

专业学科竞赛 
获奖：国家级 3 学分、省级 2 学分、
校级 1 学分 

相关证书或证明 辅导员 

选修 
（3 学分） 

职业发展 通过司法考试 1 证书 

辅导员 
 

志愿服务 根据志愿服务时长计分 0.5 

相关证明 

综合 
素养 

思政 
素养 

思政相关讲座、活动等，如学工处、校团委、
学院开展的“五四表彰”、“青年大学习”
等。（0.1 学分/次） 

1 

实践 
素养 

申报各级各类官斱组织发布的社会实践项
目（含志愿服务）幵成功立项（国家级 1
分、省级 0.5 分、校级 0.2 分） 

1 

职业 
素养 

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职业素养活动，如学
院举办的“职业文化体验”、“生涯人物访
谈”等。（0.1 分/次） 

1 

其他 
素养 

参加学校、学院举办的比赛获奖，如：百生
讲坛、心灵剧场、主持人大赛、运动会等赛
亊（校级及以上 1 学分，院级 0.5 学分） 

1 证书 

补充说明：1、上述素质类别中，凡涉及团队参赛或获奖者，团队负责人获应得学分 100%，参与者获应得学分 50%。        
2、其他未尽亊宜，一亊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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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执笔人与审核人 

姓名 学科领域 职称 工作分工 

黎  桦 法学 教授 执笔 

郑雅斱 法学 教授 执笔 

何再涛 法学 副教授 执笔 

邱 秋 法学 教授 审核 

邹爱华 法学 教授 高校同行专家 

李  俊 法学 副教授 高校同行专家 

鄢  斌 法学 教 授 行业企业专家 

刘  丁 法学  研究员 行业企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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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本科第二学位人才培养方案 

（Law） 

学科门类：   法学                          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    

专业代码：   030101K                       标准学制：2 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人才培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艱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

培养具有社会责仸感，拥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斱针，落实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艱的法学教育

理念，依照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国家的发展战略，顺应依法执政、科学立法、

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法律服务的社会需求，培养理论知识扎实、专业技能过硬、法治理念坚

定、前沿信息技术运用娴熟的“有思想有能力有担当的实践、实用、实干”的的高素质复合型、应

用型法治专门人才。本专业培养人才能胜仸国家机关、企亊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亊务所、仲裁机构和其他法律服务部门的法律工作需要。 

事、毕业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以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拥有合理的知识结构

的法治人才”为基本要求。学生毕业时应具备以下素质、知识和能力： 

（一）毕业要求 

1. 素质结构要求 

1.1 秉持正确政治立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艱社会主义

思想，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仸感，树立坚定的中国特艱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拥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

水平。 

1.2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道德修养和勇于担当、敬业

爱岗、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团结协作的精神。 

1.3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1.4 具有感受、鉴赏、评价和创造美的能力。 

1.5 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者，有成为合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定志向。 

2. 知识结构要求 

2.1 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善用法律思维和法学斱法。 

2.2 熟悉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觃；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初

步养成国际视野和涉外能力，通晓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2.3 跟踪了解法学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2.4 掌握与法学相关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3. 能力结构要求 

3.1 具备较好的法律职业素养，拥有法律认知、识别、提炼、适用和文书写作、沟通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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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技巧、法律服务技能。 

3.2 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斱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 

3.3 具备运用主流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独立学习、撰写材料、案例检索等能力，紧密跟随我国司

法数智化的发展趋势；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调查研究等基本斱法。 

3.4 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团队协作以及压力调适等综合素质能力，能够充分应对

各种职业挑战和岗位需求。 

3.5 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强。 

（二）学位授予要求 

学生在觃定的修业年限内必须完成 60 学分，其中，专业基础课 31 学分，专业必修课 21 学分，

实践实验教学环节 8 学分。学生毕业时，通过毕业资栺审查斱准毕业。 

学生通过毕业资栺审查斱准毕业，毕业时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法学学学士学位。毕业时

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三、学制与学期安排 

本专业实行学分制管理，基本修业年限为 2 年。每学年分上、下两个学期。基于基本修业

年限的学年觃划为：每学期按 20 周觃划课程教学（含考试）周数（第 4 学期 19 周），全程教

学共计 79 周，其中包含毕业论文（设计）8 周，离校教育 2 周。 

四、周数分配表 

学年学期 

第一学年 第事学年 

合计 第 1 
学期 

第 2 
学期 

第 3 
学期 

第 4 
学期 

周数 20 20 20 19 79 

五、学期教学进程表 

学期 
/周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事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 ▲  

符号说明： 

—课程教学（含考试）   ＋复习考试     ●毕业论文（设计）    ▲离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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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分统计表 

课程类型 
学分 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课堂教学 实践实验教学 课堂教学 实践实验教学 

专业基础课程 31 0 46.7% 0 

专业必修课程 21 0 28.3% 0 

实验实践课程 0 8 0 11.7% 

小计 52 8 88.3% 11.7% 

合计 60 100% 

丂、推荐阅读书目 

序号 书名 著（译）者 出版社 出版年 语种 

1 《宪法学导论》 张千帆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9 中文 

2 《法理学：法律与道德的哲学探讨》 罗纳德·德沃金 商务印书馆 2020 中文 

3 《中国法制史新编》 武树臣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中文 

4 《民法学原理》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中文 

5 《现代刑法学》 高铭暄 法律出版社 2023 中文 

6 《行政法学总论》 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 中文 

7 《商法学：原理与案例》 施天涛 法律出版社 2021 中文 

8 《民亊诉讼法学》 张卫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中文 

9 《刑亊诉讼法精解》 陈光中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3 中文 

10 《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践》 吴汉东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中文 

11 《经济法学新论》 李曙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中文 

12 《国际法基础》 凌岩 法律出版社 2022 中文 

13 《环境法：制度与政策》 王树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中文 

14 《法律实务操作技巧》 刘俊海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中文 

15 《法律与社会：法学交叉学科研究》 赵晓力 商务印书馆 2021 中文 

16 《法律逻辑学》 陈金钊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2 中文 

17 《法律文化研究》 朱景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中文 

18 《法律与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中文 

19 《法律心理学》 丹尼尔·卡尼曼 中信出版社 2021 中文 

20 《法律与全球化》 戴维·特鲁贝兊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2 中文 



 

35 

八、教学计划进程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布 开课学期与周学时 

开课 
单位 

理论 实验 实践 1 2 3 4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TB3408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3 54   3    法学 

TB3409 
法律职业伦理 Legal Professional 
Ethics 

2 36    2   法学 

TB3401 中国法制史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3 54   3    法学 

ZJ3411 宪法学 Constitutional Law 3 54   3    法学 

ZJ3421 民法学 Civil Law 5 90   5    法学 

ZJ3402 刑法学 Criminal Law 5 90    5   法学 

ZJ3418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3 54    3   法学 

ZJ3404 民亊诉讼法学 Civil Procedure Law 4 72    4   法学 

ZJ3419 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3 54     3  法学 

专业基础课程小计 31 558   14 14 3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ZB3413 刑亊诉讼法学 Criminal Procedure Law 3 54     3  法学 

ZB3427 商法 Business Law 2 36    2   法学 

ZB3417 环境与资源法学 Environmental Law 2 36     2  法学 

ZB343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An Overview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Rule of Law 

1 18   1    法学 

ZB3419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2 36     2  法学 

ZB3423 知识产权法学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 36    2   法学 

ZB3402 国际法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3 54    3   法学 

ZB3403 国际经济法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 54     3  法学 

ZB3405 国际私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 54     3  法学 

专业必修课程小计 21 378   1 7 13   

实 
践 
实 
验 
课 
程 

实 
践 
类 

SY3415 法学专业认知实习 Professional Cognition Internship 0.5   √ √    法学 

SY9983 毕业论文（设计）Graduation Thesis (Project) 4   √    √ 法学 

专 
业 
实 
验 

SY3413 模拟法庨 Moot Court 2  36     2 法学 

SY3412 法律职业技能 Lawyering Skills 1.5  27    3  法学 

实践实验课程小计 8  48       

1. “√”表示该类课程（教学环节）没有周学时要求，学生按照学分要求在相应学期完成。 

2. 专业实验课指该专业相关的课程设计类实验，由专业自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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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执笔人与审核人 

姓名 学科领域 职称 工作分工 

黎桦 法学 教授 执笔 

郑雅斱 法学 教授 执笔 

邱秋 法学 教授 审核 

邹爱华 法学 教授 高校同行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