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越法律人才协同培养实验班（卓越班）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代码与名称

专业代码：030101K

专业名称：法学（卓越班）

二、专业简介

湘潭大学法学专业创建于 1982年，是湖南省开办最早、实力最强的重点专

业。现拥有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法学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普通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卓越

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等多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平台。本专业主要培养掌握民

事法、刑事法、行政法等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拥有立法、执法、司法等基本技

能，在各行业能够助推依法治国的复合型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

三、学制与学位

学制四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系统掌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深厚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较高

的外语水平，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能在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从事高层次法务的人才。

五、毕业要求

毕业生应系统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法治意识与人文素养，具备一

定的学术素养与创新能力，具体要求如下：

1.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习近平

法治思想，树牢“四个自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建设者与可靠

接班人。

2. 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全面深入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法理学、宪法学、

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学等法学基础知识。

熟悉中国法律和相关国际法，熟悉法学理论前沿，把握法律实践的发展动态。



3. 具有较强的法治意识。养成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具备较强的程序意识、

证据意识，具有遇事找法、化解矛盾用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思维。

4. 形成较强的专业能力。具有系统思维，能够将所学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

识融会贯通，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5. 具有一定的学术能力。熟悉中西方法治理论，掌握法学学术论文的写作

方法与技巧，具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初步能力。

6. 具有全面的发展潜力。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

较好的人文素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六、主干学科

法学

七、专业核心课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中国

法律史、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党内法规学

等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条件

1. 本专业学生必须修满 168.5学分方可毕业。其中必修 130.5学分，选修 38

学分（含自主发展课程 18学分）。

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湘潭大学普通本科学士学位授予

规定》者，可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九、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表（见附表 1）

十、课程设置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矩阵（见附表 2）



附表 1：

法学（卓越班）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表

课

程

体

系

课

程

属

性

开课单位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时分配 各学期学分分配

考核

方式

备

注

理论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听

力
1 2 3 4 5 6 7 8线

下

线

上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A
类

必

修

马克思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0 2.5 32 8 2.5 考试

马克思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72 4.5 48 24 4.5 考试

马克思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0 2.5 32 8 2.5 考试

马克思院 思想道德与法治 40 2.5 32 8 2.5 考查

马克思院 形势与政策 64 2 24 8 32 2 考查

马克思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32 2 32 2 考查

学工处 军事理论 36 2 16 20 2 考查

学工处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6 1 16 1 考查

学工处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实践与体验
16 1 16 1 考查

招就处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20 1 8 12 1 考查

招就处 大学生就业指导 18 1 8 10 1 考查

双创学院 创新创业基础 1 16 1 8 8 1 考查

双创学院 创新创业基础 2 16 1 8 8 1 考查

外语学院 大学外语 1 48 3 32 16 3 考试

外语学院 大学外语 2 48 3 32 16 3 考试

体教部 大学体育 1 36 1 36 1 考试

体教部 大学体育 2 36 1 36 1 考试

体教部 大学体育 3 36 1 36 1 考试

体教部 大学体育 4 36 1 36 1 考试

B
类

必

修

碧泉书院 国学概论 I 32 2 32 2 考试

文新学院 基础写作 32 2 32 2 考试

碧泉书院 逻辑学 32 2 32 2 考试

小计 762 40 536 28 166 32 13.5 9.5 1 3 4.5 6.5 2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法学院 法学专业导学 8 0.5 8 0.5 考查

法学院 法理学 64 4 64 4 考试

法学院 宪法学 48 3 48 3 考试

法学院 民法学（上） 64 4 64 4 考试

法学院 刑法学（上） 64 4 64 4 考试

法学院 行政法学 48 3 48 3 考试

法学院 中国法律史 48 3 48 3 考试

法学院 刑事诉讼法学 64 4 64 4 考试

法学院 刑法学（下） 64 4 64 4 考试

法学院 民法学（下） 64 4 64 4 考试



课

程

体

系

课

程

属

性

开课单位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时分配 各学期学分分配

考核

方式

备

注

理论
实

验

实

践

上

机

听

力
1 2 3 4 5 6 7 8线

下

线

上

小计 536 33.5 536 7.5 14 12

专

业

主

干

课

程

必

修

法学院 党内法规学 32 2 32 2 考查

法学院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32 2 32 2 考查

法学院 民事诉讼法学 64 4 64 4 考试

法学院 经济法学 56 3.5 56 3.5 考试

法学院 国际公法 48 3 48 3 考试

法学院 行政诉讼法 32 2 32 2 考试

法学院 环境资源法 48 3 48 3 考试

知产学院 知识产权法 48 3 24 24 3 考试

法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48 3 48 3 考试

法学院 商法学 64 4 64 4 考试

法学院 国际私法 48 3 48 3 考试

法学院 法律职业伦理 32 2 32 2 考试

法学院 全真案例精析 48 3 32 16 3 考查

法学院 国际经济法 56 3.5 56 3.5 考试

法学院 法学经典名著阅读 24 0 24 0 考查

法学院 法学前沿 24 0 24 0 考查

小计 704 41 664 24 16 2 9.5 14 9 6.5 0

专

业

选

修

课

选

修

法学院 婚姻家庭继承法 32 2 32 2 考试

法学院 竞争法 32 2 32 2 考查

法学院 调解原理与实务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立法学 32 2 32 2 考查

法学院 宪法与行政法案例分析 24 1.5 16 8 1.5 考查

法学院 民事法案例分析 24 1.5 4 12 8 1.5 考查

法学院 刑事法案例分析 24 1.5 16 8 1.5 考查

法学院 法律英语 32 2 32 2 考查

法学院 中国法律思想史 32 2 32 2 考查

法学院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24 1.5 24 1.
5 考查

法学院 外国法制史 32 2 32 2 考查

法学院 罗马法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金融法 32 2 32 2 考试

法学院 仲裁法学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民事执行法学 24 1.5 24 1.5 考查

知产学院 媒体娱乐法 24 1.5 16 8 1.5 考查

知产学院 知识产权诉讼实务 24 1.5 16 8 1.5 考查

法学院 行政许可原理与实务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犯罪学 32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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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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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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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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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监察法学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英美法导读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法律文献检索与论文

写作
24 1.5 16 8 1.5 考查

法学院 法哲学 32 2 32 2 考查

法学院 西方法律思想史 32 2 32 2 考查

法学院 财税法 32 2 32 2 考试

法学院 公证与律师制度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请求权基础案例分析 24 1.5 16 8 1.5 考查

法学院 数据法学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国际人权法 32 2 32 2 考查

法学院 国际商事仲裁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经济刑法与经济犯罪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企业刑事合规与风险

防范
24 1.5 24 1.5 考查

专

业

选

修

课

选

修

法学院 刑事执行法学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中国传统监察文化 16 1 16 1 考查

法学院 法考与考研方法论 16 1 16 1 考查

法学院 刑事辩护实务与技巧 24 1.5 24 1.5 考查

法学院 影视中的刑法 16 1 16 1 考查

法学院 刑事侦查实务 24 1.5 8 16 1.5 考查

法学院 证据法 32 2 16 16 2 考试

法学院 监察证据学 16 1 16 1 考查

法学院 监察程序 16 1 16 1 考查

法学院 创新创业训练 32 2 32 2 考查

小计 1080 67.5 948 28 40 64 14 23 20.5 8 2

应修专业选修课程 20学分

自主

发展

课程

选修

应修自主发展课程（含文化素质教育课、跨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18学分，且其中学生必须修读“四史”类

课程 1门、艺术审美类课程 2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程修读建议：选择与个人升学需求、职业规划、素质提升相关的文学、历史、哲学、管理、

计算机等课程。



法学（卓越班）专业集中实践环节安排表

课程体系 课程属性 开课单位 课程名称 周数/学时 学分 修读学期 备注

集中实践环

节
必修

学工处 军训 2周 2 1

法学院 劳动课 32学时 1 1-8

法学院 学术创新训练 4周 1 3、5、7

法学院 研学调查 4周 1 3-7

法学院
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服务

（社会调查）
4周 1 3-7

法学院

法律综合实务（模拟法庭/
模拟立法训练/国际商事

仲裁模拟仲裁庭）

32学时 2 5

法学院 专业实习 10周 4 7

法学院 毕业论文 10周 4 8

合计 34周/64学时 16



附表 3：

法学（卓越班）专业课程设置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H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H

形势与政策 H H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H H

军事理论 H H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H H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H H

大学生就业指导 H H

创新创业基础 1 H M H

创新创业基础 2 H M H

大学外语 1 H H

大学外语 2 H H

大学体育 1 H H

大学体育 2 H H

大学体育 3 H H

大学体育 4 H H

国学概论 I H H

基础写作 H M H

逻辑学 H H

法学专业导学 H M M H

法理学 H H H H H

宪法学 H H H H H

民法学（上） H H H H H

刑法学（上） H H H H H

行政法学 H H H H H

中国法律史 H H H H H

刑事诉讼法学 H H H H H

民法学（下） H H H H H

刑法学（下） H H H H H

党内法规学 H H H H H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国际公法 H H H H H

民事诉讼法学 H H H H H

经济法学 H H H H H

商法学 H H H H H

行政诉讼法 H H H H H

国际私法 H H H H H

环境资源法 H H H H H

知识产权法 H H H H H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H H H H H

法律职业伦理 H H H H H

全真案例精析 H H H H

国际经济法 H H H H H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H H H

法学经典名著阅读 M H

法学前沿 H H

军训 H H

劳动课 H H

学术创新训练 H H H

研学调查 H H H

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服务（社会调查） H H H H M H

综合法务实训（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模拟立法

训练或法律综合实务与模拟法庭）
H M M H M

专业实习 H M H H H

毕业论文 H H H H H H

注：符号 H、M、L 分别表示各门必修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H-强，M-中，L-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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