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法理学专题 

 

一、课程编码： 

课内学时： 32   学分：  2    

二、适用学科专业：法学各专业 

三、先修课程：无 

四、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法学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掌握观察和分析法律现象的学

术方法，形成法学研究的宽阔视野、开放胸襟和实践务实精神，提升学术研究能力。 

五、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与读书自学相结合。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  导论 4学时 

1.1 法理学一般 

1.2 西方法理学 

1.3 中国法理学 

2  法律本体论 4学时 

2.1 法律本体论在法理学体系中的地位 

2.2 法律本体论概要 

2.3 关于法律本体论的争议 

2.4 关于法律本体论的专题研究和实例研究 

3  法学范畴论 4学时 

3.1 法学范畴论在法理学体系中的地位 

3.2 法学范畴论概要 

3.3 关于法学范畴论的争议 

3.4 关于法学范畴论的专题研究和实例研究 

4  权利义务论 6学时 

4.1 权利义务概念论 

4.2 权利义务主体论 

4.3 权利义务关系论 

4.4 权利义务与权力 

4.5 人权论 

5  法律运行论 6学时 

5.1 法律运行论在法理学体系中的地位 

5.2 法律运行的过程 

5.3 法律运行诸环节 

5.4 关于法律运行论的专题研究和实例研究 

6  法律价值论 4学时 

6.1 法律价值论在法理学体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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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法律价值体系与价值形态 

6.3 法律价值的冲突与平衡 

6.4 关于法律价值论的专题研究和实例研究 

7  法律程序论 4学时 

9.1 法律程序论在法理学体系中的地位 

9.2 法律程序的构造及功能 

9.3 正当程序 

9.4 程序与正义 

9.5 关于法律程序论的专题研究和实例研究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回答问题、课堂讨论和学术论文相结合。具体分为：回答问题和出勤情况 10%，课堂讨

论 30%，学术论文 60％。所提交学术论文要求参考文献不得少于 20篇，至少一篇外文，字

数不得少于 5000字。 

八、参考书及学生必读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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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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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6.[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7.[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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