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2022 版）

学科门类： 法学 专业代码：030101K 授予学位：法学学士

一、专业简介

法学专业始建于 1999 年，2003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本专业师资力量较强、

结构合理，有专兼职教师近 20 人，其中教授 1名，副教授 6 名，“双师型”教

师 5名。本专业获批省级“卓越法律人才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建有省哲学社

会科学普及基地——廉洁文化社科普及基地 1个，专业图书资料室 1个，与内江

市纪委、市检察院、市法院等单位联合成立预防腐败研究中心、预防职务犯罪研

究所、青少年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为本专业师生的研究和实务提供了

良好条件。近五年，师生主持和参与各级科研、教研项目 20 余项。

本专业课程设置充分考虑到学生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需要。近

几年学生参加法考的通过率较高。专业学生就业前景广，就业质量高，累计为社

会输送各类法律人才近 2000 人，毕业生主要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公司法

务等专业工作。近五年，初次就业率达到 90%以上。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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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熟悉国际规则的

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学生毕业 5年左右成为用人单位

的业务骨干。本专业培养的具体目标是：

培养目标 1（知识）：系统掌握法学专业的知识和理论，并形成合理的整体

性知识结构。

培养目标 2（能力）：具备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识融会贯通，灵活地综合

应用于专业实务之中的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具备独立自主地获取和更

新法学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

培养目标 3（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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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秉持法治



理念与法律信仰。具备人文、科学素养，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心理和良好的个

人修养。

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通过法学学科专业知识和相关学科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将专业

学习和专业实践有机结合，能够在知识、能力与素质方面达到相应的要求。具体

要求如下：

（一）知识要求

1.专业基础知识。以法律素养养成为导向，系统掌握扎实的法学学科专业基

础知识与核心知识，并形成合理的整体性知识结构。

2.专业方法知识。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接受法学思维和处理法律事务的

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3.专业应用知识。学习法律实务操作，获得庭审观摩、模拟审判、非诉业务

技巧、法律文书写作等知识和实践性体验。

（二）能力要求

1.专业学习应用能力。能够保持前瞻性的专业发展眼光，具备独立自主地获

取法学专业相关前沿动态的学习更新能力；能够将所学的法学专业理论与知识融

会贯通，具备灵活地综合应用法学专业相关知识的法律实务处理能力。

2.探索创新合作能力。具有浓厚的创业兴趣和坚强的创业毅力，具有批判性

思维和探索创新意识，能创造性解决专业和职业发展中的问题；具有优秀的敬业

品质、完善的创业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和丰富的创业知识。

3.外语、计算机能力。具备一门外语听、读、说、写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具

备较高的计算机基础理论及操作能力。

（三）素质要求

1.思想道德素质。坚持德育为先，掌握基础的通识知识，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

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2.职业素质。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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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身体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锻炼合格标准，具备健全的心理、

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的矩阵图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知识要求

专业基础知识 √

专业方法知识 √

专业应用知识 √ √

能力要求

专业学习应用能力 √ √

探索创新合作能力 √ √

外语、计算机能力 √

素质要求

思想道德素质 √

职业素质 √ √

身体素质 √

四、核心（主干）课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律史、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经济法、国

际私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知识产权法、证据法。

五、学制、学分和学位

1．学制：标准学制 4年，修业年限 3～6年。

2．学分：第一课堂学分：151学分。第二课堂学分：8学分。全部修满，方

可毕业。

3．学位：取得毕业资格，并符合学校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授予法学学士

学位。



六、课程结构与学分（时）分布

课程

类别

课

程

性

质

理论 实践 学分统计

学分

数

学分比

例（%）

学时

数

学时

比例

（%）

学分

数

学分比

例（%）

学

时

数

学时

比例

（%）

学分

数

学分

比例

（%）

通识

课程

必

修
30 19.87 591 25.28 16 10.60 303 12.96

52 34.4

选

修
6 3.97 108 4.62 0 0 0 0

学科

基础

课程

必

修
40 26.50 638 27.29 1 0.66 18 0.77 41 27.15

专业

发展

课程

必

修
11

7.28
176

7.53
0 0 0 0

34.5
22.85

选

修
16.5

10.93
264

11.29
7

4.64
112

4.79

创新

创业

课程

必

修
1

0.66
16

0.68
0 0 0 0

6
3.97

选

修
0 0 0 0 5

3.31
80

3.42

集中

实践

环节

必

修
0.5 0.33 6 0.26 17 11.26 274 9.55 17.5 11.59

合计
必

修
104.5 69.54 1799 69.57 46.5 30.47 787 30.43 151 100

注：1.最高学分控制在国家标准 160 以内；2.实践教学学分计算方法：课内(外)实践（验）



+综合实践课程+创新创业活动学分；3.表中比例数据保留两位小数。

七、第二课堂课程结构（8 学分）

说明：参照《内江师范学院第二课堂素质活动与德育实践课程（“第二课堂成绩单”）实施

办法（修订）》（内师学字〔2020〕6 号）进行认定。

八、教学计划进程

课
程
类
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总
学
时

理
论

实
验
课

实
践
课

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

GB0640014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4 45 9 1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

院授课

GB0640015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45 9 2 考查

GB064001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4 45 9 3 考查

GB064002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54 45 9 4

GB064002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54 45 9 4

GB0640008形势与政策 2 64 40 24 1—6 考查

GB0840001大学体育Ⅰ 1 36 36 1 考查

体育学院授课

GB0840002大学体育Ⅱ 1 36 36 2 考查

GB0840003大学体育Ⅲ 1 36 36 3 考查

GB0840004大学体育Ⅴ 1 36 36 4 考查

GB0540001大学外语Ⅰ 4 64 48 16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授

课

序号 项目 内容 学分 备注

1 思想政治素养
入学教育 1 必选

社会实践与公益活动 1.5 必选

2 道德品质素养
行为自律与文明养成 1.5 必选

职业能力与敬业精神 1 必选

3 科学人文素养
人文艺术与能力认证 1 任选

学术竞赛与科技创新 1 任选

4 法纪素养 法纪观与法纪活动 0.5 必选

5 心理素质 心理认知和训练 0.5 必选



GB0540002大学外语Ⅱ 4 64 48 16 2 考试

GB0540009应用外语 4 64 64 3 考查

GB1040001大学计算机基础
2 40 16 24 1 考试

人工智能学院

授课

GB1240004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2 32 1 考查 教科学院授课

GB2040008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0.5 10 10 1 考查 学生处授课

GB1340003军事课程 2 36 36 2 考查 武装部授课

GB2040002大学生就业指导 0.5 10 10 6 考查 学生处授课

GB0140005中华传统文化 1 16 16 2 考查 文学院授课

GB0140001应用文写作 1 16 8 8 6 考查 文学院授课

GB1340001信息检索 1 16 16 2 考查 图书馆授课

GB0940001大学美育 1 16 16 2 考查 美术学院授课

GB2040010 劳动教育 2 32 6 26 1-6 考查 政管学院授课

小计 46 894 591 303

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

1 人文社会科学系列 2 考查

要求选修 6 学

分

2 自然科学与技术系列 1 考查

3 艺术、体育与健康系列 1 考查

4 创新创业教育系列 2 考查

5 综合素质训练系列 1 考查

6 峨眉武术系列 1 考查

小计 6 108 108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JC0640077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2 32 26 6 5 考试 ▲

JC0640019 法理学 4 64 64 1 考试 ▲

JC0640076 宪法学 3 48 48 1 考试 ▲

JC0640068 民法 4 64 64 1 考试 ▲

JC0640069 刑法（上） 4 64 64 1 考试 ▲

JC0640036 刑法（下） 3 48 48 2 考试 ▲

ZH0640023 刑事诉讼法 4 64 52 12 2 考试 ▲

ZH0640022 民事诉讼法 4 64 64 2 考试 ▲

ZH0640026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5 80 80 3 考试 ▲

ZH0640074 国际法 3 48 48 5 考试 ▲

ZH0640075 中国法律史 3 48 48 4 考试 ▲

ZH0640073 法律职业伦理 2 32 32 4 考试 ▲

小计 41 656 638 18

专业发展

必修课程

ZH0640216 经济法 2 32 32 4 考试 ▲

ZB0640024 国际私法 3 48 48 4 考试 ▲

ZB0640182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 32 32 4 考试 ▲

ZB0640153 知识产权法 2 32 32 3 考试 ▲

ZX0640148 证据法 2 32 32 5 考试 ▲



小计 11 176 176

专
业
发
展
选
修
课
程

基
础
板
块

ZB0640257 物权法
2

32
32 3 考查

ZX0640330 地方立法

ZH0640070 商法 2 32 32 4 考查

ZB0640037 侵权责任法
2 32 32 4

考查ZX0640256 犯罪学

ZX0640152 婚姻家庭法
2 32 32 3 考查

ZX0640041 法律英语

ZX0640253 合同法原理与实务
2 32 32 2 考查

ZX0640252 监察法

应
用
板
块

ZB0640067 模拟审判 4 64 64 5 考查

ZB0640068 庭审观摩 1 16 16 3 考查

ZB0640070 法庭演讲 1 16 16 4 考查

ZB0640071 专题辩论 1 16 16 6 考查

理
论
研
究
提
升

板
块

ZX0640255热点案例研讨 2 32 32 7 考查

ZX0640142刑法案例研究 2 32 32 3 考查

ZX0640140法律文书写作 2 32 32 5 考查

ZB0640259 科研与论文写作 0.5 8 8 7 考查

小计 23.5 376 264 112

创新

创业

课程

必修

课程
GB2040009大学生创业基础 1 16 16 3

考查

选修

课程

ZB0640090 法制宣传 1 16 16 5 考查 限选

创新创业活动 4 64 64 7 考查

小计 6 96 16 80

综合实践

环节

SQ1340004 军事技能 2 2 周 1

ZX0640251 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实践 2 32 6 26 4

ZB0640122 见习 1.5 3 周 6

ZB0640185 实习 6
10

周

6

ZB0640059 毕业设计(论文） 6
16

周

8

小计 17.5 32

总学分合计 151

总学时合计 2586

说明：标示▲的是专业核心或主干课程

九、课程对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的支撑情况



毕业要求 指标分解内容 支撑课程

【知识要求】

1.1 以法律素养养成为导

向，系统掌握扎实的法学学

科专业基础知识与核心知

识，并形成合理的整体性知

识结构。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H）；法律职业伦理（H）；毕业设计（论文）

（M）；监察法（L）；犯罪学（L）； 地方立法（M）；宪法学（H）；

国际法（H）；国际私法（H）；婚姻家庭法（H）；法理学（H）；

中国法律史（H）；刑法上（H）；刑法下（H）；民事诉讼法（H）；

物权法（M）；知识产权法（H）；劳动与社会保障法（H）；科研与

论文写作（H）；侵权责任法（H）；合同法原理与实务（M）；刑事

诉讼法（H）；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H）；模拟审判（M）；民法（H）；

经济法（H）；商法（H）；证据法（H）；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实践

（M）

1.2 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导

向，接受法学思维和处理法

律事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

用法学理论、方法分析解决

问题的基本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H）；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M）；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M）；

毕业设计（论文）（M）；见习（H）；实习（H）；法制宣传（M）；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国际私法（M）；婚姻家庭法（H）；法

庭演讲（H）；法理学（M）；庭审观摩（M）；刑法上（H）；刑法

下（H）；民事诉讼法（H）；刑法案例研究（H）；物权法（M）；

知识产权法（M）；劳动与社会保障法（M）；科研与论文写作（M）；

侵权责任法（H）；合同法原理与实务（H）刑事诉讼法（H）；法律

文书写作（H）；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M）；模拟审判（H）；民法

（H）；经济法（M）；商法（M）；证据法（H）

1.3 学习法律实务操作，获

得庭审观摩、模拟审判、法

律文书写作等知识和实践

性体验。

大学计算机（H）；应用文写作（H）；见习（H）；实习（H）；创

新创业活动（M）；法庭演讲（H）；庭审观摩（H）；刑法案例研究

（H）；合同法原理与实务（H）；模拟审判（H）；热点案例研讨（H）；

专题辩论（H）

【能力要求】

2.1 能够保持前瞻性的专

业发展眼光，具备独立自主

地获取法学专业相关前沿

动态的学习更新能力；能够

将所学的法学专业理论与

知识融会贯通，具备灵活地

综合应用法学专业相关知

识的法律实务处理能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M）；形势与政策（H）；大学外语（H）；应用外语

（H）；大学计算机（H）；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M）；大学生就业

指导（M）；信息检索（H）；毕业设计（论文）（H）；见习（M）；

实习（M）；创新创业活动（H）；法制宣传（L）；大学生创业基础

（H）；法律英语（H）；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L）；犯罪学（M）；

地方立法（M）；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宪法学（M）；国际法

（M）；国际私法（M）；婚姻家庭法（M）；商法（H）；刑法上（H）；

刑法下（H）；民事诉讼法（H）；刑法案例研究（M）；物权法（M）；

知识产权法（M）；劳动与社会保障法（M）；侵权责任法（M）；合

同法原理与实务（M）；刑事诉讼法（H）；法律文书写作（H）；模

拟审判（H）；专题辩论（L）；民法（H）；经济法（M）；证据法

（H）

2.2 探索创新合作能力。具

有浓厚的创业兴趣和坚强

的创业毅力，具有批判性思

维和探索创新意识，能创造

性解决专业和职业发展中

的问题；具有优秀的敬业品

质、完善的创业沟通能力、

学习能力和丰富的创业知

识。

思想道德与法治（H）；中国近现代史纲要（L）；形势与政策（L）；

中华传统文化（M）；大学体育（L）；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H）；

军事课程（H）；大学生就业指导（H）；军事技能（L）；应用文写

作（L）；劳动教育（M）；创新创业活动（H）；法制宣传（L）；

大学生创业基础（H）；法律职业伦理（L）；宪法学（M）；法庭演

讲（M）；庭审观摩（H）；刑法案例研究（M）；科研与论文写作（L）；

法律文书写作（M）；热点案例研讨（M）； 经济法（L）；证据法

（M）；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实践（H）

2.3 外语、计算机能力。具 大学外语（H）；应用外语（H）；大学计算机（H）；信息检索（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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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具备较

高的计算机基础理论及操

作能力。

应用文写作（H）；法律英语（H）

【素质要求】

3.1 坚持德育为先，掌握基

础的通识知识，掌握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基

本观点与基本方法，增进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

和情感认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建立良好的法律职业道

德观，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H）；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H）；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H）；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H）；中国近现代史纲要（H）；思想道德与

法治（H）；形势与政策（H）；军事课程（H）；军事技能（L）；

大学美育（M）；大学生心理健康（H）；中华传统文化（H）；监察

法（H）；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L）；法律职业伦理（M）；犯罪学

（L）；劳动教育（M）；地方立法（L）；宪法学（H）；国际法（H）；

法理学（H）；中国法律史（H）；科研与论文写作（M）；侵权责任

法（M）；刑事诉讼法（H）；模拟审判（L）；热点案例研讨（M）；

专题辩论（L）；民法（M）

3.2 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

和科学素养，养成良好的道

德品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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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H）；思想道德与法治（H）；法律职业伦理

（M）；中华传统文化（H）；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M）；中国近现代史纲要（H）；大学体育

（M）；大学外语（L）；应用外语（M）；大学计算机（L）；大学

生心理健康（H）；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M）；军事课程（M）；大

学生就业指导（M）；军事技能（M）；信息检索（L）；大学美育（H）；

劳动教育（M）；法制宣传（M）；大学生创业基础（M）；监察法（M）；

法律英语（M）；宪法学（H）；国际法（M）；法理学（M）；中国

法律史（M）；法庭演讲（M）；国际私法（M）；婚姻家庭法（M）；

庭审观摩（M）；刑法上（M）；刑法下（M）；民事诉讼法（M）；

物权法（L）；知识产权法（L）；劳动与社会保障法（L）；刑事诉

讼法（M）；法律文书写作（M）；热点案例研讨（M）；专题辩论（M）；

经济法（M）；地方立法（M）；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实践（H）

3.3 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

生体育锻炼合格标准，具备

健全的心理、健康的体魄和

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大学体育（H）；大学生心理健康（H）；大学美育（M）；军事技能

（M）；军事课程（L）；中华传统文化（L）；劳动教育（M）

十、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矩阵表

毕业

要求

课程

名称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素质要求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H H H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 M H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M H M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H M L H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L M H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H H

形势与政策 H L H

军事课程 H H M L

创新创业活动 M H H

军事技能 L L M M

劳动教育 M M M M

大学美育 M H M

中华传统文化 M H H L

监察法 L H M

宪法学 H M M H H

国际法 H M H M

大学体育Ⅰ L M H

大学体育Ⅱ L M H

大学体育Ⅲ L M H

大学体育Ⅴ L M H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H H

大学外语Ⅰ H H L

大学外语Ⅱ H H L

应用外语 H H M M

大学计算机 H H H L

信息检索 H H L

应用文写作 H L H

法律英语 H M M M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H M M L

民法 H H H M

刑法（上） H H H M

刑法（下） H H H M

民事诉讼法 H H H M

法理学 H M H M

地方立法 M M L M

经济法 H M M L



科研与论文写作 H M M

物权法 M M M L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H M M L

知识产权法 H M M L

婚姻家庭法 H H M M

商法 H M H

刑事诉讼法 H H H H M

国际私法 H M M M

证据法 H H H M

合同法原理与实务 M H H M

见习 H H M

实习 H H M

法制宣传 M L L M

庭审观摩 M H H M

法庭演讲 H H M M

犯罪学 L M L

侵权责任法 H H M M

中国法律史 H H M

刑法案例研究 H H M M

法律文书写作 H H M M

专题辩论 H L L M

法律职业伦理 H L M M

模拟审判 M H H H L

热点案例研讨 H M M M

大学生就业指导 M H M

大学生创业基础 H H M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M H M

大学生廉洁教育社会

实践
M H H

毕业设计(论文) M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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