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南大学教育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    业：   法学             专业英文名：LAW            

 培养层次：  专科起点本科     学制：3 年（弹性学习年限 3~6 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通晓有关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

国际法等领域的基本原理和法律制度，适宜从事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律师、

企事业法律顾问等工作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必须修满 80 学分才能毕业。其中：公共必修课占 19 学分；专

业必修课占 47学分；选修课占  14学分。 

三、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法理学（The Basic Theory of Law） 

教材：《法理学》，张文显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参考资料：《法理学》，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现代西方法理学》，沈宗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法理学、法律哲学

及其方法》，［美］博登海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教学内容：  通过法理学学科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具有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世俗生

活的关怀、塑造其法学的价值观，培养其对人类法律生活的哲学、理性态度。法

理学通过其特有的理论魅力，向学生展示法律的文化内蕴、揭示法律的内在精神、

原则、价值、理念、培养学生法学境界，培养对法律的深刻理解能力和洞察力。

本课程首先在保证该课程教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着重法理学的理论性

和实践性。有关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

要求学生掌握并熟练加以运用。 其次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对于课本中涉及

到的法律的基本原理进行重点介绍，讲授时，尽可能借助一些经典案例，典型实

例，深入浅出地阐明法律的基本原理，将之前所学的具体部门法的内容能够上升



 

到理论的高度进行归纳。 

 

课程名称：宪法学（Constitution） 

教材：《宪法学原理》，朱福惠主编，中信出版社 2005 年版 

参考资料：《宪法学》，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2000年版；《宪法学导论》，张千帆，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教学内容： 宪法学是以宪法、宪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

科，其研究范围包括宪法的一般原理、概念、原则和制度。宪法学的教学目标在

于介绍宪法发展的基本线索，分析宪法的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以及政府组织

形式，阐述守宪、行宪、护宪的基本原理及其实践意义。 

本课程首先要在保证该课程教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要求学生牢固掌握

并熟练运用有关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其次要能够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对于课本中涉及到的宪法学基本原理，尽可能借助一些经典案例、

典型实例，深入浅出地加以阐述。最后课堂讲授实行启发式教学，注重知识点介

绍、课堂提问、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及作业相结合，并注意将培养和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重要位置。 

 

课程名称：民法学（Civil Law） 

教材：《民法》，王利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参考资料：《民法总论》，王泽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民法原论》，

马俊驹、余延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民法总论》（第二版），梁慧星，法律出

版社 2002 年版； 

教学内容：民法总论是法学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民法总论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制度以及有关的基本知识，认识民法总论

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实践意义。同时，使学生能运用民法总论的基本

知识，动手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性民事纠纷。 

课堂讲授实行启发式，力求做到少而精，突出重点，并注意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重要位置。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对于课本中

涉及到的民法总论的基本原理进行详细介绍，讲授时尽可能借助一些经典案例，

深入浅出地阐明民法总论的基本原理。 



 

 

课程名称：刑法学（Criminal Law） 

教材：《刑法学》，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主编，苏惠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参考资料：《刑法及其配套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刑法编注》，中国法制出版

社、《刑法学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编审，裴广川主编，知识产

权出版社。 

教学内容：刑法学是法学院本科学生重要的必修课程，是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重

要部门法学。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基本理解刑法学的基础知识的专业知识，

初步掌握刑事立法的精神和内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刑事案例，培养刑法科学研

究和撰写论文的能力。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刑

法学是以刑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在以刑法及犯罪、刑事责任

和刑罚犯罪的一般原理、原则为基本内容的刑法总论部分（即刑法学 I）部分，

学习刑法的概念、性质、体系、解释、制定根据、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等

刑法概论；学习犯罪的概念、构成、特殊形态以及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犯罪总

论；学习刑罚的概念、目的和种类，量刑和刑罚制度等刑罚总论。 

 

课程名称：商法学（Commercial Law） 

教材：《商法概论》，郝刚，人大出版社 

参考资料：《中国商事法》，王保树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年出版； 《中国

商法概论》，苏惠祥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中国商法总论》，董安

生等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 

教学内容：掌握商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能够运用相关原理和制度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能够运用商法原理和制度解决现实问题，具备相应的动手能力 。 

本课程是以基本理论为主，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掌握商法的基本法律制度，也应

充分关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二是运用案例教学。在讲理论的同时，辅以典

型鲜活的案例。三是必学内容与选学内容的关系。由于商法内容比较复杂，涵盖

内容非常广泛，在规定学时内讲完商法的所有内容较为困难，故本课程以商法总

论、公司法、破产法为重点必讲内容。教学内容包括三大部分，即商法总论、公

司法和破产法。商法总论的内容商法概述、商主体、商事登记、商号、商事账簿。



 

公司法的内容包括公司与公司法、公司设立、公司融资、公司股东、公司治理结

构、公司变更、公司终止。破产法的内容包括破产法概述、破产程序通则、重整、

和解以及破产清算。 

 

课程名称：经济法（Economic Law） 

教材：《经济法学》，李昌麒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参考资料：《经济法学》，漆多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法》，杨紫烜主编，

北大出版社、高教出版社；《经济法学》，符启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经

济法》，刘文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教学内容：本课程通过《经济法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了解和掌握经济法学

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熟悉有关经济法律、法规，提高他们应用经

济法学知识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能力。 

经济法学是研究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学科，其基本内容包括：绪论、经济

法的产生与发展、经济法的概念和地位、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律关系、市

场准入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概述、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反垄断

法、产品质量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法律

制度、计划法律制度、价格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自然资源法律制度、财政

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 

 

课程名称：民事诉讼法（Civil Procedure Law） 

教材：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参考资料：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谭兵主编：《民

事诉讼法学（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林准主编：《民事诉讼案例

选编》，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 

教学内容：民事诉讼法是法学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系统掌握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民事诉讼的主要程序制度，增强程序理念和公

正意识，并能将所学理论知识熟练运用于司法实践，从而为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

实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主要有以下章节：第一章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第二章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第



 

三章诉与诉权、第四章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第五章民事审判基本制度、第六

章主管与管辖、第七章 民事诉讼参加人——当事人、第八章民事诉讼参加人——

诉讼代理人、第九章多数当事人诉讼、第十章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第十一章期间、

送达、第十二章法院调解、第十三章民事诉讼保障制度、第十四章诉讼费用第十

五章 第一审普通程序第十六章 简易程序第十七章法院裁判、第十八章第二审程

序、第十九章审判监督程序、第二十章特别程序、第二十一章督促程序等。 

 

课程名称：刑事诉讼法（Criminal Procedure Law） 

教材：《刑事诉讼法》，龙宗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参考资料：《刑事诉讼法》，陈光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刑事诉讼法学》，徐静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刑事诉讼法案例

分析》，陈卫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教学内容：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原则和制度，培养和

提高学生运用刑事诉讼法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应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程序，熟悉刑事诉讼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具有较强

的程序意识和一定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素养。 

刑事诉讼法学是关于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及其发展规律的学

科。该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理，刑事诉讼的主体

与职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案件管辖，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附

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证据与证明原理，刑事诉讼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等 

 

课程名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Administrative Law &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教材：《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参考资料：《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案例》，姜明安、毕雁英主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6 年版。《中国行政法》，陈端洪著，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行政诉讼

原理》，马怀德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教学内容：本课程旨在使学生能够理解行政法治的基本原理，熟悉中国行政法和

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制度；掌握行政立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行政诉讼的基本

技能。本课程要求学生准确理解行政法治的一般原理，知晓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概

况；理解和掌握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实质；熟悉我国行政法的渊

源；理解行政行为的性质与效力原理；熟悉各种行政行为的性质、内容、特点及

相关法律规范；掌握行政法程序公正的原则与制度；熟悉行政诉讼的基本制度。  

主要有以下章节：行政原理概说、行政程序、行政法的渊源、行政诉讼概述、行

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方及其权力、行政诉讼管辖、行政相

对方、行政诉讼当事人、行政方和行政相对方的关系、行政诉讼证据、行政法制

监督主体、行政审判程序、行政行为的性质与效力、行政诉讼法律适用、行政立

法、行政诉讼的裁判、行政行为分论。 

 

课程名称：知识产权法（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aw） 

教材：《知识产权法学》，吴汉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出版 

参考资料：《知识产权法学》，王爱华，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3月出版。《知

识产权法》杂志 2007 年－2017年。 

教学内容：本课程教学内容共有六编，包括：第一编总论，内容包括知识产权的

概念与范围、知识产权的件质与特征、知识产权的主体、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

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法的概念、体系与地位；第二编著作权法律制度，内容有

著作权法律制度概述 、著作权客体、著作权主体、著作权内容、著作权取得和

期限、邻接权、著作权限制、著作权利用、著作权管理、著作权法律保护；第三

编专利权法律制度，内容有专利权法律制度概述、专利权客体、专利权主体、专

利授权条件、专利权取得、专利权期限、终止和无效、专利权内容、专利实施许

可与专利权转让、专利权限制、专利管理和专利代理、专利权法律保护；第四编

商标权法律制度，内容有商标权法律制度概述、商标构成条件、商标权取得、商

标权内容、商标权的利用、商标权无效、商标管理、商标权法律保护 ；第五其

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内容有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权、厂商名称权、货源标

记或原产地名称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第六编 知识产权国

际保护，内容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概述、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国际组织、知识产



 

权国际保护的基本规范、知识产权保护新的新制度。 

 

课程名称：金融法（Financial  Law） 

教材：《金融法教程》(第三版)，朱崇实主编，法律出版社 

参考资料：《金融法概论》，吴志攀，北京大学出版社；《银行业务中的法律问题》，

吴合振，人民法院出版社。 

教学内容：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绪论，包括金融和金融法概述两节；第二章中

央银行法，包括中央银行概述、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与信

用调控、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五节；第三章商业银行法，包括

商业银行概述、商业银行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以及商业银行的业务、商业银行的

监督管理四节；第四章票据法与结算制度，包括证券、中国银行结算制度、证券

经营机构、证券的发行与交易共四节 

 

课程名称：侵权法（Tort  Law）  

教材：《侵权行为法案例教程》，房绍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参考资料：《侵权法论》，杨立新，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民法争议问题研

究——精神损害赔偿》，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侵权行为法》，

王利明、杨立新，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教学内容：介绍侵权法的基本原理、原则和制度，分析中国现行侵权法的法律法

规，了解侵权法最新发展动态，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侵权法知识，具体分析有关

民事案件的基本技能。 

 

课程名称：劳动与社会保障法（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教材：劳动法学，郭捷，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法论》，董保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9；《人力资源管理概论》，董克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劳动法

学》，关怀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主要有：第一章劳动法概述、第二章 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章劳动法的基本原则、第四章劳动法律关系、第五章附随劳动法律关系、第



 

六章促进就业制度、第七章劳动合同、第八章集体合同、第九章工作时间与休息

时间制度、第十章工资制度、第十一章劳动安全卫生制度、第十二章女职工和未

成年工特殊保护、第十三章本职工培训制度、第十四章社会保障制度、第十五章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第十六章劳动监察制度、第十七章违反劳动法的责任。 

在教学过程中，还将设置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到劳动仲裁部门和劳动监察机关

观察和旁听处理劳动纠纷案件，到律师事务所参与劳动纠纷案件，旁听法院审理

劳动纠纷案件，并通过参与模拟法庭、课堂演练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参与司法实践的热情，力求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课程名称：律师与公证实务（Lawyering and Notarization Affairs） 

教材：《律师与公证制度》，樊崇义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参考资料：《律师法案例教程》，卞建林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3年出版；《律

师实务》，张思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4 年 10月第 1版；《公证法学》，

江伟、陈桂明，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教学内容：本课程分为律师实务和公证实务两部分内容。律师事务部分内容有：

律师和律师制度的概念；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律师的业务范围；律师

的权利和义务；律师的法律责任；法律援助的业务特点；法律顾问的概念、特点

和方式；律师代理民事诉讼的概念、特征；刑事辩护的职责；律师刑事诉讼代理

的概念和特点；律师代理行政诉讼的主要任务和程序；律师办理知识产权事务的

主要内容；律师办理房地产事务的方式和程序；律师代理非诉讼案件的主要形式。

公证实务部分内容有：公证制度概况、我国现行公证管理体制、公证的业务范围

和公证管辖、公证活动的基本原则、一般的公证程序和特别的公证程序、公证的

效力、涉外公证、涉港澳台公证等。  



 

四、课程设置及教学进度表 

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 

专业: 法学 层次：专科升本科 

学制: 三 年 学习形式: 业余/函授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数 

面授

时数 

考核形式 每学期时数（5年制为十学期） 

闭卷

▲ 

开卷

△ 

考查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公
共
必
修
课 

1 大学英语（5） 4 80 28 ▲     28           

2 大学英语（6） 4 80 28 ▲       28         

3 大学英语（7） 4 80 28 ▲         28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60 21   △   21           

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60 21   △         21     

6 毕业论文写作 1 20 7     ●         7   

小计 19 380 133                   

专
业
必
修
课 

7 法理学 4 80 28 ▲     28           

8 宪法学 4 80 28 ▲     28           

9 民法学 4 80 28 ▲       28         

10 刑法学 4 80 28 ▲       28         

11 商法学  4 80 28 ▲       28         

12 经济法  4 80 28 ▲         28       

13 民事诉讼法  4 80 28 ▲         28       

14 刑事诉讼法  4 80 28 ▲           28     

1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4 80 28 ▲           28     

16 知识产权法 4 80 28 ▲         28       

17 毕业论文 7 140     △           140   

小计 47 940 280                   

18 侵权法  4 80 28 ▲           28     

19 金融法  3 60 21 ▲             21   

2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4 80 28 ▲             28   

21 律师与公证实务 3 60 21 ▲             21   

小计 14 280 98                   

合计 80 1600 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