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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8 级法学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30101

一、培养目标

为适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坚持立德树人、德

法兼修，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实际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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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的知识结构，具备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

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的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复合型、职业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

力量。

二、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须按培养方案要求修读各类课程，总学分最低修满 157.5

学分，其中课堂教学 130学分，实践环节 27.5学分，方可毕业。

三、学制及授予学位

法学专业标准学制为 4年，实行弹性学习年限，3-6年修满学分可以毕

业。学生修满规定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其中符合国家

和学校学士学位授予的毕业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生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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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本专业方向毕业生应达到以下方面

的要求：

1．素质要求

（1）政治与思想素质

有坚定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具有良好的思想

品德、道德修养和敬业爱岗、艰苦奋斗、热爱劳动、团结协作的品格。

（2）身体和心理素质

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础知

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卫生习惯，

经过必要的军事训练，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

具有健康的心理和强健的体魄。

（3）人文、社会科学素质

要求学生具有一定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具有理性的继承和批判精神、

追求卓越的态度、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掌握法学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

究方法，具有健全的职业人格、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具有服务于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要求

牢固掌握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应用方法：系统深入地掌握法

学理论和部门法知识体系，了解应用法学理论知识的方法。

掌握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社会、

经济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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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英语，具有一定的英文写作和表达能力；了解信息科学基础

知识，掌握文献检索的一般方法；掌握计算机基本知识及其相关软件应用

技术。

3．能力要求

（1）法学理论学习能力

具有独立自主学习并获取本专业知识、更新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了解中国法和相关国际法的理论前沿，把握法律实践的发展动态。

（2）应用法学知识的能力

在获得相关法学基础知识与法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具备应用所学法

律知识发现实践中的法律问题的能力、进行法律文献检索的能力、分析法

律文本的能力，法律文书的写作能力、对法律事实的辨析以及法律事务处

置等能力。

（3）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创新能力

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批判思维能力。掌

握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思维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和探索能力。

（4）外语读写和计算机操作能力

学生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能力，达到国家

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水平；具有较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表 1：法学专业毕业要求分解指标

毕业要求 指标

素质要求 指标点 1-1：政治与思想素质

指标点 1-2：身体和心理素质

指标点 1-3：人文社会科学素质

知识要求 指标点 2-1：专业知识

指标点 2-2：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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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2-3：工具性知识

能力要求 指标点 3-1：法学理论学习能力

指标点 3-2：应用法学知识的能力

指标点 3-3：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创新能力

指标点 3-4：文件检索与信息应用能力

指标点 3-5：外语能力

五、培养特色

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复合型、职业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力

量。

六、主干学科

依托学校财经优势学科，以“五环联动”的人才培养机制为主线，培养具有“信

敏廉毅”素质的复合型、职业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七、核心课程

主要包括：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经济法、知

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

法。

八、法学专业课堂流程图（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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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与毕业要求对应的课程矩阵（附表 2）

表 2：法学专业毕业要求课程实现矩阵

对应

关系

素质要求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3-5

形势

与政

策

√

思想

道德

修养

√ √

军事

训练

√ √

军事

理论

√

毛泽

东思

想与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体系

概论

√ √

中国

近现

代史

纲要

√ √ √

马克

思主

义基

本原

理

√ √

英语

视听

说 1

√

大学

英语 I

√

英语

视听

说 2

√

大学

英语
II

√

英语

视听

说 3

√

英语

视听

说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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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英语
III

√

证据

法

√ √

计算

机应

用

√ √

体育
1

√

体育
2

√

体育
3

√

体育
4

√

创业

概论

√ √

法学

学科

专业

导论

（含

大学

生涯

规

划）

√ √

课外

科研

创新

实践

活动

√ √

就业

指导

√ √

职业

生涯

与发

展规

划

√

宪法

学

√ √ √

法理

学

√ √

中国

法律

史

√ √ √ √

刑法

总论

√ √ √

民法

总论

√ √ √

民事

诉讼

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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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分论

√ √ √

经济

法总

论

√ √ √

行政

法与

行政

诉讼

法

√ √ √

刑事

诉讼

法

√ √ √

国际

法

√ √ √ √

法律

职业

伦理

√ √ √

合同

法

√ √ √

知识

产权

法学

√ √ √

商法

学

√ √ √

劳动

与社

会保

障法

√ √ √ √

环境

资源

法

√ √ √

竞争

法

（双

语）

√ √ √ √

国际

私法

√ √ √

国际

经济

法

（双

语）

√ √ √ √

罗马

法与

现代

私法

√ √

法律

社会

学

√ √ √

学年

论文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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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

实务

训练

√ √

检察

实务

训练

√ √

律师

实务

训练

√ √

政府

法务

训练

√ √

企业

法务

训练

√ √

毕业

实习

√ √ √ √

毕业

论文

√ √ √ √ √ √ √

集中

实习

√ √ √ √

民事

法案

例研

究

√ √

刑事

法案

例研

究

√ √

行政

法案

例研

究

√ √

经济

法案

例研

究

√ √

法学

专业

实训

√ √ √

经济

犯罪

侦查

√ √ √

现实

庭审

√ √

模拟

法庭

训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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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实践环节

实践模块主要包括：民事法案例研究、刑事法案例研究、行政法案例

研究、经济法案例研究、审判实务、检察实务、律师实务、现实庭审、街

头演讲、辩论大赛等活动；

实习实训模块包括：军训、毕业实习、集中实习等环节；

论文模块包括：学年论文 1学分，毕业论文 6 学分

课外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包括：学科竞赛及创业技能竞赛、学术论

文、文艺作品、发明创造、校园文化活动、职业资格与技能训练、社会实

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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