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专业培养方案

（2023年修订）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立德树人、德法兼修为根本宗旨，以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为特色，旨

在培养政治素质过硬、劳动情怀深厚，法学专业功底扎实、系统掌握法学专业理论

基础并具备合理知识结构，法律实践能力突出、具有较高法律职业素养和技能，具

备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实际需要的法律工作能力，服务

国家、区域和工会需要，能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国家机关、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工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法律服务机构等单位从事法律工作，具

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法治人才。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当达到以下要求：

（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固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热爱劳动，热爱集体，具有正确的劳动观、集体主义

精神和健康、积极的体魄和心理素质。

（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具备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养成良好的法

律职业伦理和职业操守，和崇尚法治、捍卫公正、恪守良知的职业品格。

（三）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法律部门理论与专业知识，具

备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专业理论和知识优势；具备法学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

方法，具有应用所学法学专业知识发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四）具备较强的案例分析、法律检索和法律适用能力，能够将法学专业知

识灵活应用于法律实务，擅长处理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尤其是劳动法和社会保

障法领域的法律实务问题，具有突出的法律知识的应用能力。

（五）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在牢固掌握法学专业基础理论和专

业知识的基础上，跨学科选修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等学科课程，形成

复合型人才所需的合理的知识结构。

（六）掌握进行创造活动的思维方法，能开展一定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在



法律领域的知识探索能力和创新创业思维、素养与能力。

（七）比较系统地掌握英语，能够运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以及基本的法学专

业交流。

（八）掌握计算机软件、硬件技术的基本知识，具有在本专业与相关领域应

用计算机的能力，掌握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知识、方法与工具，能够应用基本数

据库。

三、学制与学位

（一）学制

本科生学制为 4年（实行弹性学制 3—6年）。

（二）学位

法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体系及学分分配

课程体系 学分 学分比例

理论教学

公共基础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系列课 16

21.56%

大学生劳动教育通识 2

大学外语课 10

计算机课 3

大学体育课 0.5

军事理论课 1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 1

职业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课（含创新创业教育） 1

通识教育课程

人文与社科

10 6.25%
科学与技术

艺术与审美

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流

劳动与工会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 61

49.38%
专业选修课程 18

跨专业课程 选修课程 10 6.25%

总学分 133.5 83.44%

实践教学

专业实践课程 10

16.56%
学年论文 1
毕业论文 3
专业实习 3

劳动与社会实践（暑期） 1



军训 1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2

公共基础课程中的实践环节 5.5

总学分 26.5

总学分 160 总学时 2832 实验实践学时 584 实验实践学时占比 20.62%

注：以上是第一课堂课程体系设置，学生在满足第一课堂学分要求的同时，还需满足第

二课堂最低 10学分的要求。

五、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

（一）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总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一、理论教学

（一）公共基础课程

J000011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2 32 1 考试

J00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 48 2 考试

J00004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3 48 3 考试

J00006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3 48 4 考试

J00014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4 考试

J000071 形势与政策（一） 必修 0.5 8 2 考试

J000081 形势与政策（二） 必修 0.5 8 4 考试

J000091 形势与政策（三） 必修 0.5 8 5 考试

J000101 形势与政策（四） 必修 0.5 8 7 考试

Q000011 大学生劳动教育通识 必修 2 32 2 考试

I000131 大学英语（一） 必修 3 56 16 1 考试

I000141 大学英语（二） 必修 3 56 16 2 考试

I000151 大学英语（三） 必修 3 56 16 3 考试

I000161 大学英语（四） 必修 3 56 16 4 考试

H000151 计算机（Ⅰ） 必修 1 32 2 考试

H000161 计算机（Ⅱ） 必修 2 64 3 考试

K000011 体育（一） 必修 1 32 30 1 考试

K000021 体育（二） 必修 1 32 30 2 考试

K000031 体育（三） 必修 1 32 30 3 考试



K000041 体育（四） 必修 1 32 30 4 考试

N000051 军事理论 必修 1 32 1 考查

N000061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 必修 1 32 1 考查

S200011 职业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含

创新创业教育）（一）
必修 0.5 16 1 考查

S200021 职业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含

创新创业教育）（二）
必修 0.5 16 6 考查

学分小计 公共基础课程必须修满 40 学分

续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二）通识教育课程

第一模块 人文与社科 选修 2/门 >3门 1. 学生在五个模块中至少选修

三个模块的课程（且修读学分

不低于 10学分）。

2. 修读学校统一开设的慕课课

程、网络课程等形式的通识教

育课程，可认定为通识选修课

程学分，并记入成绩登分。

第二模块 科学与技术 选修 2/门 >3门

第三模块 艺术与审美 选修 2/门 >3门

第四模块 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流 选修 2/门 >3门

第五模块 劳动与工会 选修 2/门 >3门

学分小计 通识教育课程必须修满 10 学分

（三）专业教育课程

1. 专业必修课程

D080161 法理学（一）—法理学导论 必修 2 32 1 考试

D080381 宪法学 必修 3 48 1 考试

D080371 中国法制史 必修 2 32 1 考试

D080541 民法学（一）—民法总论 必修 3 48 1 考试

D080411 法理学（二）—法理学进阶 必修 2 32 2 考试

D080441 刑法学（一）—刑法总论 必修 4 64 2 考试

D080551 民法学（二）—债法 必修 4 64 2 考试

D08059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必修 2 32 2 考试

D080491 国际法 必修 2 32 2 考试

D080471 刑法学（二）—刑法各论 必修 4 64 3 考试

D080481 民法学（三）—物权法 必修 3 48 3 考试

D080251 民事诉讼法 必修 4 64 3 考试

D080351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必修 4 64 3 考试

D080431 刑事诉讼法 必修 4 64 4 考试

D080041 劳动法 必修 3 48 4 考试



D080201 商法 必修 3 48 4 考试

D080281 经济法 必修 3 48 4 考试

D080321 国际私法 必修 2 32 5 考试

D080141 社会保障法 必修 3 48 5 考试

D080311 国际经济法 必修 2 32 6 考试

D080561 法律职业伦理 必修 2 32 6 考试

学分小计 专业必修课程必须修满 61 学分

2. 专业选修课程

（1）基础选修课

D081022 法学研究方法 选修 1 16 1 考查

D080152 外国法制史 选修 2 32 1 考查

续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三）专业教育课程

2. 专业选修课程

（1）基础选修课

D080012 婚姻继承法 选修 2 32 3 考查

D080131 知识产权法 选修 2 32 5 考查

D080602 证据法 选修 2 32 5 考查

D080872 证券法 选修 2 32 5 考查

D080882 国家赔偿法 选修 1 16 5 考查

D080652 环境资源法 选修 2 32 6 考查

D080292 破产法 选修 2 32 6 考查

D080272 法律英语 选修 2 32 6 考查

D080332 保险法 选修 2 32 7 考查

学分小计 基础选修课程必须修满 12 学分

（2）社会法模块选修课

D080172 工会法 选修 2 32 5 考查

D080632 比较劳动法 选修 2 32 6 考查

D08101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理论前沿 选修 2 32 6 考查

D080642 国际劳动法 选修 2 32 6 考查

D080892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法（一）（未

成年人保护法）
选修 2 32 7 考查

D080902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法（二）（残

障人权益保护）
选修 2 32 7 考查

D080912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法（三）（妇 选修 2 32 8 考查



女权益保障法）

D080922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法（四）（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
选修 2 32 8 考查

D080932 慈善法 选修 2 32 8 考查

学分小计 社会法模块选修课程必须修满 6 学分

（四）跨专业课程

KA010241 社会学概论 选修 2 32

跨专业课程选修学分不低于

10 学分；所选辅修专业学分可

同时抵所选跨专业课程选修

学分。

KE000521 政治学原理 选修 2 32

KC000091 管理学 选修 2 32

KE000741 公共政策 选修 2 32

KE000621 公共管理学 选修 2 32

KE090111 公务员制度 选修 2 32

KA000442 社会福利 选修 2 32

续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学时

（周）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四）跨专业课程

KC060241 政治经济学 选修 4 64

跨专业课程选修学分不低于

10 学分；所选辅修专业学分可

同时抵所选跨专业课程选修

学分。

KS000091 社会研究方法 选修 2 32

KD080792 人力资源管理 选修 2 32

KA020992 劳动关系学 选修 2 32

KE090062 社会保障概论 选修 2 32

KE100461 社会保险学 选修 2 32

KP000002 社会工作概论 选修 3 48

KB030012 劳动社会学 选修 2 32

KS200151 劳动伦理学 选修 2 32

KA011142 中国工人运动史 选修 2 32

KB000561 劳动经济学 选修 3 48

KE100881 薪酬福利管理 选修 2 32

KR210131 逻辑学概论 选修 2 32

学分小计 跨专业选修课程必须修满 10 学分

二、实践教学

D080362 法律文书写作 必修 2 32 5 考查

D080761 劳动法案例研习 选修 2 32 5 考查

D080781 社会保障法案例研习 选修 2 32 5 考查

D080942 民商法案例研习 选修 2 32 5 考查

D080952 刑法案例研习 选修 2 32 5 考查



D080962 行政法案例研习 选修 2 32 5 考查

D080972 国际法案例研习 选修 2 32 6 考查

D080771 劳动法律实务 选修 2 32 6 考查

D080982 民事模拟法庭 选修 2 32 6 考查

D080992 刑事模拟法庭 选修 2 32 6 考查

D081002 行政模拟法庭 选修 2 32 6 考查

M000621 军事训练 必修 1 2周 1 考查

N000081 劳动与社会实践（暑期） 必修 1 16 2 考查

J000131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必修 2 32 32 4 考查

D080741 学年论文 必修 1 2周 5 考查

D080021 专业实习 必修 3 ≥10周 8 考查

D080751 毕业论文 必修 3 6周 8 考查

学分小计

案例研习和法律实务课程模块选课均不低于 4学分；

专业实习从大二暑假到第八学期结束，实习总时长不少于

10周。

实践教学必须修满 21 学分。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分表

第一学期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1 J000011 思想道德与法治 32 2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2 I000131 大学英语（一） 56 3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3 K000011 体育（一） 32 1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4 N000051 军事理论 32 1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查

5 N000061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 32 1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查

6 S200011 职业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含

创新创业教育）（一）
16 0.5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查

7 D080161 法理学（一）—法理学导论 32 2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8 D080381 宪法学 48 3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9 D080371 中国法制史 32 2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10 D080541 民法学（一）—民法总论 48 3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11 D080152 外国法制史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12 D081022 法学研究方法 16 1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13 M000621 军事训练 2周 1 实践教学 必修 考查

备注：本学期共开设 13门课程，总学分 22.5；其中必修课 11门，19.5学分，考试课 7门。



第二学期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1 J0001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8 3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2 J000071 形势与政策（一） 8 0.5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3 J000121 大学生劳动教育通识 32 2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4 I000141 大学英语（二） 56 3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5 H000151 计算机（Ⅰ） 32 1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6 K000021 体育（二） 32 1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7 D080411 法理学（二）—法理学进阶 32 2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8 D080441 刑法学（一）—刑法总论 64 4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9 D080551 民法学（二）—债法 64 4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10 D08059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32 2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11 D080491 国际法 32 2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12 N000081 劳动与社会实践（暑期） 16 1 实践教学 必修 考查

备注：本学期共开设 12门课程，总学分 25.5；其中必修课 12门，25.5学分，考试课 11门。

第三学期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1 J00004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3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2 I000151 大学英语（三） 56 3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3 H000161 计算机（Ⅱ） 64 2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4 K000031 体育（三） 32 1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5 D080471 刑法学（二）—刑法各论 64 4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6 D080481 民法学（三）—物权法 48 3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7 D080251 民事诉讼法 64 4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8 D080351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64 4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9 D080012 婚姻继承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备注：本学期共开设 9门课程，总学分 26；其中必修课 8门，24学分，考试课 8门。

第四学期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1 J00006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8 3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2 J00014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48 3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3 J000081 形势与政策（二） 8 0.5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4 I000161 大学英语（四） 56 3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5 K000041 体育（四） 32 1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6 D080431 刑事诉讼法 64 4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7 D080041 劳动法 48 3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8 D080201 商法 48 3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9 D080281 经济法 48 3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10 J000131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32 2 实践教学 必修 考查

备注：本学期共开设 10门课程，总学分 25.5；其中必修课 10门，25.5学分，考试课 9门。

第五学期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1 J000091 形势与政策（三） 8 0.5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2 D080321 国际私法 32 2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3 D080141 社会保障法 48 3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4 D080131 知识产权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5 D080602 证据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6 D080872 证券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7 D080882 国家赔偿法 16 1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8 D080172 工会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9 D080362 法律文书写作 32 2 实践教学 必修 考查

10 D080761 劳动法案例研习 32 2 实践教学 选修 考查

11 D080781 社会保障法案例研习 32 2 实践教学 选修 考查

12 D080942 民商法案例研习 32 2 实践教学 选修 考查

13 D080952 刑法案例研习 32 2 实践教学 选修 考查

14 D080962 行政法案例研习 32 2 实践教学 选修 考查

15 D080741 学年论文 2周 1 实践教学 必修 考查

备注：本学期共开设 15门课程，总学分 27.5；其中必修课 5门，8.5学分，考试课 3门。

第六学期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1 S200021 职业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含

创新创业教育）（二）
16 0.5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查

2 D080311 国际经济法 32 2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3 D080561 法律职业伦理 32 2 专业必修课 必修 考试

4 D080652 环境资源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5 D080292 破产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6 D080632 比较劳动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7 D08101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理论前沿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8 D080642 国际劳动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9 D080272 法律英语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10 D080771 劳动法律实务 32 2 实践教学 选修 考查

11 D080982 民事模拟法庭 32 2 实践教学 选修 考查

12 D080992 刑事模拟法庭 32 2 实践教学 选修 考查

13 D081002 行政模拟法庭 32 2 实践教学 选修 考查

14 D080972 国际法案例研习 32 2 实践教学 选修 考查

备注：本学期共开设 14门课程，总学分 26.5；其中必修课 3门，4.5学分，考试课 2门。

第七学期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1 J000101 形势与政策（四） 8 0.5 公共基础课 必修 考试

2 D080332 保险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3 D080892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法（一）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D080902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法（二）

（残障人权益保护）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备注：本学期共开设 4门课程，总学分 6.5；其中必修课 1门，0.5学分，考试课 1门。

第八学期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
性质

考核
方式

1 D080932 慈善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2 D080912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法（三）（妇

女权益保障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3 D080922 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法（四）（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
32 2 专业选修课 选修 考查

4 D080751 毕业论文 6周 3 实践教学 必修 考查

5 D080021 专业实习 ≥10周 3 实践教学 必修 考查

备注：本学期共开设 5门课程，总学分 12；其中必修课 2门，6学分，考试课 0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