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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刑事诉讼实务 

 

一、课程编码：XXX (宋体五号,以下内容一律是宋体五号，行间距为单倍行距) 

课内学时： 32    学分：  2     

二、适用学科专业： 诉讼法专业 

三、先修课程： 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 

四、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各项

诉讼制度、程序的基本内容，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刑事诉讼问题的能力，从而适应刑

事司法理论与实际工作的需要。 

五、教学方式 

    讲授、讨论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刑事诉讼基本理论                                                     4 学时 

  1.1 刑事诉讼目的 

  1.2 刑事诉讼价值 

  1.3 刑事诉讼职能 

  1.4 刑事诉讼结构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2 学时 

   2.1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概述 

   2.2 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3. 强制措施                                                          3 学时 

    3.1 强制措施概述 

3.2 拘传 

3.3 取保候审 

3.4 监视居住 

3.5 拘留 

3.6 逮捕 

  4. 立案                                                              2 学时 

    4.1 立案的概念和意义 

4.2 立案的材料来源、立案的条件与立案标准 

4.3 立案的程序： 

  5. 侦查程序                                                          3 学时 

    5.1 侦查的概念 

5.2 侦查的任务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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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侦查工作原则 

  5.4  侦查行为 

6.起诉程序                                                         2 学时 

      6.1 起诉的概念、特点和意义  

  6.2 提起公诉： 

  6.3 提起自诉 

7.一审程序                                                         4 学时 

      7.1 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 

  7.2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7.3 简易程序 

8.第二审程序                                                       2 学时 

      8.1 第二审程序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8.2 上诉的程序 

  8.3 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审判原则 

  8.4 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处理 

 9. 死刑复核程序                                                  3 学时 

   9.1 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9.2 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9.3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10. 审判监督程序                                                 3 学时 

       10.1 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任务和意义 

   10.2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10.3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的重新审判的程序、期限和重新审判后  的处理 

 11 执行程序                                                      4 学时 

       11.1 执行的概念和意义 

   11.2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11.3 变更执行 

   11.4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的监督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占 20％，期末闭卷考试占 80％。 

八、参考书及学生必读参考资料 

1. 彭海青,庞华玲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	  

2.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 

3.	   	   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	  

4.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案例精析与理解适用[M].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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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3 年版；	  

5.	   刘玫等.刑事诉讼法案例研习[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6.	   叶青。刑事诉讼法：案例与图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	  

九、大纲撰写人：彭海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