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标准学制： 四年 专业负责人：张先友

学科门类： 法学 专业大类：法学

专业代码： 030101K 授予学位：法学学士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邵阳，面向湖南，培养德才兼备，能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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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能力，能够在国家机关、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从事法律实务工

作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的预期目标具体为：

培养目标 1：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能应用相关的法学理论知识、职业技能以及实务经验，解

决法律实务问题，并能在法治实践过程中体现创新意识。

培养目标 2：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有吃苦耐劳、扎根基层的奉献精神，有服务于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培养目标 3：具备合作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能从事立法、行政、司法、律师、企业法务等法

律实务工作。

培养目标 4：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持续拓展自身的知识与能力，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

二、毕业要求

通过本科阶段学习，毕业生应达到如下的毕业要求（能力）：

毕业要求 1：品德修养。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了解国情社情民

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点 1.1：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指标点 1.2：具备良好的道德品格、人文素养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素养，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指标点 1.3：具备健全的职业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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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必备的研究方法，了解本专业



及相关领域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指标点 2.1：掌握法学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形成合理的整体性知识结构。

指标点 2.2：掌握必备的法学研究方法，具有基础的科研能力；了解法学及相关专业及相关领域

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丰富专业知识。

指标点 2.3：掌握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及相关科学知识，掌握用于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跨学科、

跨领域的知识和方法。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能够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及

相关领域现象和问题，表达个人见解。

指标点 3.1：具备批判性思维，对法律研究和法律实务中的现象和问题，善于思考，懂得分辨，

有敢于质疑的勇气和理性对待的态度，并表达个人见解。

指标点 3.2：具备创新能力，能够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能对法学专业领域复杂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或解决方案。

指标点 4.1：能以法律思维来观察、分析、处理社会现象。

指标点 4.2：能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识融会贯通，灵活地综合应用于法律实务之中；能从错综

复杂的案件中快速剥离、抽象出有价值的事实和证据，并提出相应对策或解决方案。

指标点 4.3：掌握法律事务处理的应对技巧，具备运用证据的能力，具备法律风险防控能力。

毕业要求 5：信息应用。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恰当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解决

实际问题。

指标点 5.1：掌握常用办公软件的操作。

指标点 5.2：能够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手段探究问题解决途径，能获取、传输、加工和利用信息，

完成法律文献检索、案例检索、资料查询、法律文书的写作。

毕业要求 6：沟通表达。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与同行、社

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指标点 6.1：能通过口头、书面等方式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能形成有效的法律意见

并与同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

指标点 6.2：掌握法言法语，有立场，能运用逻辑思辨能力，开展法律辩论与谈判。

毕业要求 7：团队合作。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协作共事，并

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指标点 7.1：能快速的适应社会，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互相配合，取长补短，理解并建立团队



共识。

指标点 7.2：能妥善协调关系，获得他人的认同和团队的认可，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

中发挥积极作用。

毕业要求 8：国际视野。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重大问题，

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

指标点 8.1：能形成关注国际时事的习惯，及时了解国际动态，分析问题时要有关注外国法、比

较法、国际法及人类命运的国际视野。

指标点 8.2：能客观地观察和评价全球重大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具备较高的外语能力。

毕业要求 9：学习发展。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学习，

适应社会和个人可持续发展。

指标点 9.1：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认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

指标点 9.2：能根据个人或职业发展需求，不断更新法律知识结构和提升法律应用技能，并有效

地适应和服务社会。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的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1品德修养 √

2学科知识 √

3创新能力 √ √

4应用能力 √

5信息应用 √ √

6沟通表达 √ √

7团队合作 √ √

8国际视野 √

9学习发展 √

三、主干学科

法学

四、主要课程、特色课程、主要实践环节

1.主要课程：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

2.特色课程：党内法规学、民法实务与案例研习、刑法实务与案例研习、行政诉讼实务与案例

研习。

3.主要实践环节：军事训练、庭审观摩、模拟法庭、法制宣传、社会调查、专业实习、毕业论

文。

五、学制、毕业基本要求及学位授予

1.基本学制 4年，实现弹性学制，可在 4-6年内完成学业，按学分制管理。

2.学生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课、选修课及其他教学环节，达到规定的 170 学分，并修完规

定必修但不计学分的所有课程和环节，方可毕业。满足《邵阳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士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规定，方可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六、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将毕业要求细分为指标点，依据指标点合理设置相关课程和实践环节，制定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保证课程体系全部支撑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 支撑度

1.品德修养：具有

人文底蕴、科学精

神、职业素养和社

会责任感，了解国

情社情民情，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1.1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

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牢固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中国近代史纲要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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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政治学 M
宪法学 M

中国法律史 M

1.2

具备良好的道德品格、人文素

养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素养，了

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劳动教育 M
安全教育 H
军事理论 M
民法总论 M
社会调查 M
法制宣传 M
第二课堂 H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 支撑度

1.3

具备健全的职业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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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健康的心理

和体魄。

军事训练 H
大学体育 M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H
大学生就业指导 M
大学生职业发展 M
大学生创业基础 M
法律职业伦理 H
党内法规学 H
专业实习 M
庭审观摩 M

2.学科知识：具有

扎实的基础知识

和专业知识，掌握

必备的研究方法，

了解本专业及相

关专业及相关领

域最新动态和发

展趋势。

2.1
掌握法学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

本理论，并形成合理的整体性

知识结构。

法理学 M
宪法学 H

中国法律史 M
民法总论 H
刑法总论 H
刑法分论 M

刑事诉讼法 H

民事诉讼法 H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H

国际法 H

2.2

掌握必备的法学研究方法，具

有基础的科研能力；了解法学

及相关专业及相关领域最新动

态和发展趋势，丰富专业知识。

社会调查 H

毕业设计（论文） H

创新创业实践 H

形式与政策 M
物权法 M
债权法 M
商法 M

国际私法 L
国际经济法 L

2.3

掌握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及相关

科学知识，掌握用于分析和解

决法律问题的跨学科、跨领域

的知识和方法。

中国近代史纲要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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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法 H
经济法 H

知识产权法 M
环境与资源法 H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 支撑度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M

3.创新能力：具有

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能力。能够发

现、辨析、质疑、

评价本专业及相

关领域现象和问

题，表达个人见

解。

3.1

具备批判性思维。对法律研究

和法律实务中的现象和问题，

善于思考，懂得分辨，有敢于

质疑的勇气和理性对待的态

度，并表达个人见解。

思想道德与法治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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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律史 L

法律思维与论辩 H

法理学 M

3.2
具备创新能力，能够利用创造

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和创新创业实践。

形势与政策 M

大学生职业发展 L
大学生就业指导 L
大学生创业基础 H

毕业论文 M
创新创业实践 H

第二课堂 M

4.应用能力：具有

解决复杂问题的

能力。能都对本专

业领域复杂问题

进行综合分析和

研究，并提出相应

对策或解决方案。

4.1
能以法律思维来观察、分析、

处理社会现象。

法理学 M
宪法学 M

法政治学 M
党内法规学 M
法律逻辑学 M

法律思维与论辩 H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M

庭审观摩 H
社会调查 M

诉讼法实验 H

4.2

能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识融

会贯通，灵活地综合应用于法

律实务之中；能从错综复杂的

案件中快速剥离、抽象出有价

值的事实和证据，并提出相应

对策或解决方案。

国际法 M

国际私法 M

国际经济法 M

民法总论 H

刑法总论 H

刑法分论 M

物权法 H

商法 H

经济法 H

模拟法庭 M

4.3 掌握法律事务处理的应对技 刑事诉讼法 M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 支撑度

巧，具备运用证据的能力，具

备法律风险防控能力。

民事诉讼法 M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M

知识产权法 H
债权法 M
证据法 H

环境资源法 H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H

财税法 M
专业实习 H

5.信息应用：具有

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能够恰当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和工具解决实

际问题。

5.1
掌握常用办公软件的操作。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M

毕业论文 M
诉讼法实验 M
专业实习 L

5.2

能够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手段

探究问题解决途径，能获取、

传输、加工和利用信息，完成

法律文献检索、案例检索、资

料查询、法律文书的写作。

法律文书写作 M

毕业论文 M

社会调查 L

诉讼法实验 M

法律检索与论文写作 H

6.沟通表达：具有

较强的沟通表达

能力。能够通过口

头和书面表达方

式与同行、社会公

众进行有效沟通。

6.1

能通过口头、书面等方式陈述

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能形成有效的法律意见并与同

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

军事训练 M

劳动教育 M

大学体育 L

大学英语 H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L

法制宣传 H
专业实习 M

6.2
掌握法言法语、有立场，能运

用逻辑思辨能力，开展法律辩

论与谈判。

法律思维与论辩 H

律师与公证实务 H

模拟法庭 H

民事诉讼法 M

刑事诉讼法 M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M

诉讼法实验 M

7.团队合作：具有

良好的团队合作

能力。能够与团队

成员和谐相处，协

7.1
能快速的适应社会，具有团队

合作精神，能互相配合，取长

补短，理解并建立团队共识。

军事训练 M

大学体育 M

大学生职业发展 L

大学生就业指导 L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 支撑度

作共事，并作为成

员或领导者在团

队活动中发挥积

极作用。

大学生创业基础 M

模拟法庭 M

社会调查 H

诉讼法实验 M

7.2

能妥善协调关系，获得他人的

认同和团队的认可，并作为成

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

积极作用。

法制宣传 L

立法学 H

创新创业实践 L

第二课堂 M

8.国际视野：了解

国际动态，关注全

球重大问题，理解

和尊重世界不同

文化的差异性和

多样性，积极参与

国际交流与合作。

8.1

形成关注国际时事的习惯，及

时了解国际动态，分析问题时

要有关注外国法、比较法、国

际法及人类命运的国际视野。

国际法 H

国际私法 H

国际经济法 H

形势与政策 H

军事理论 M

8.2

能客观地观察和评价全球重大

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

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积极参

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具备较高

的外语能力。

中国近代史纲要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L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L

大学英语 H

9.学习发展：具有

终身学习意识和

自我管理、自主学

习能力，能够通过

不断学习，适应社

会和个人可持续

发展。

9.1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能认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

必要性。

大学体育 L

形势与政策 L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

安全教育 M

大学计算机基础 L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L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L

党内法规学 M

法律职业伦理 M

9.2

能根据个人或职业发展需求，

不断更新法律知识结构和提升

法律应用技能，并有效地适应

和服务社会。

大学生就业指导 L

大学生职业发展 L

大学生创业基础 L

律师与公证实务 H

专业实习 L



七、课程与毕业要求相关性矩阵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品德修养 2.学科知识 3.创新能力 4.应用能力 5.信息应用 6.沟通表达 7.团队合作 8.国际视野 9.学习发展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4.1 4.2 4.3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L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H M M L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M L

形势与政策 M H L
军事理论 M M
大学体育 M L M L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H L M
劳动教育 M M
安全教育 H M

大学生职业发展 M L L L
大学生就业指导 M L L L
大学生创业基础 M H M L

大学英语 H H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L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H L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H M L

法理学 M L H
宪法学 M H M

法政治学 H M
党内法规学 H M M
中国法律史 M H L

法律职业伦理 H M
民法总论 M H H
刑法总论 H H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品德修养 2.学科知识 3.创新能力 4.应用能力 5.信息应用 6.沟通表达 7.团队合作 8.国际视野 9.学习发展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4.1 4.2 4.3 5.1 5.2 6.1 6.2 7.1 7.2 8.1 8.2 9.1 9.2
物权法 M H
债权法 M H

刑法分论 M H
商法 M H

民事诉讼法 H M M
刑事诉讼法 H M M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H M M
诉讼法实验 H M M L
经济法 M H

知识产权法 M H
国际法 H M H

环境资源法 H H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M H

财税法 H M
国际私法 L M H
国际经济法 L M H
证据法 H

军事训练 H M M

庭审观摩 M H

法制宣传 M M H L

模拟法庭 M H H L

社会调查 M H M L H

专业实习 M H L M L

毕业论文 M M M H
创新创业实践 M H L L

第二课堂 H M L L M

H=高支撑 M=中支撑 L=低支撑



八、各类课程结构比例

课程模块 类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40.5 23.82% 790 35.43%

选修 8 4.7%

小计 48.5 28.52% 790 35.43%

专业教

育课程

学科/专业基础课程 必修 17.5 10.3% 280 12.56%

专业核心课程 必修 53 31.18% 872 39.10%

专业选修课程 选修 18 10.59% 288 12.91%

小计 88.5 52.07% 1440 64.57%

综合实

践课程

集中实践 必修 25 14.71%

素质拓展 必修 8 4.7%

小计 33 19.41%

合计 170 100% 2230 100%

毕业总学分标准 ≥170

九、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表

（1）通识教育课程（应修 48.5学分，其中必修 40.5学分，选修 8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课程学时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计 理论
实

验
实践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思

政

类

012000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3 48 40 8 考试 1

012000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 48 24（16） 8 考试 2
混合式

教学

012000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必修 3 48 40 8 考试 3

012000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必修 3 48 40 8 考试 4

0120000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必修 3 48 40 8 考试 4

012000006 形势与政策（一） 必修 0.5 8 4（4） 考查 1

012000007 形势与政策（二） 必修 0.5 8 4（4） 考查 2

012000008 形势与政策（三） 必修 0.5 8 4（4） 考查 3

012000009 形势与政策（四） 必修 0.5 8 4（4） 考查 4

军

体

健

康

032000001 大学体育I 必修 1 24 2 22 考查 1

032000002 大学体育 II 必修 1 30 4 26 考查 2

032000003 大学体育 III 必修 1 30 4 26 考查 3

032000004 大学体育 IV 必修 1 24 4 20 考查 4

212000001 军事理论 必修 2 36
16

（20）
考查 1 混合式

教学



类
21200000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
必修 1 32

16

（16）
考查 1

混合式

教学

212000003 劳动教育 必修 32 32 考查 1-6
混合式

教学

212000004 安全教育 必修 1 16 16 考查 1-6
线上教

学

创

新

创

业

类

212000005 大学生职业发展 必修 1 12 8（4） 考查 1
混合式

教学

212000006 大学生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16（16） 考查 3
混合式

教学

212000007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修 1 26 8（18） 考查 6
混合式

教学

应

用

基

础

类

052000001 大学英语 1 必修 2 40 24 16 考试 1

052000002 大学英语 2 必修 2 40 24 16 考试 2

052000003 大学英语 3 必修 2 40 24 16 考试 3

052000004 大学英语 4A 必修 2 32 32 考试 4
非音体

美

132000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必修 1 24 8 16 考试 1

132000004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必修 2.5 48 32 16 考试 2

必修小计 40.5 790 544 246

通

识

选

修

类

课程模块
课程

性质
学分 修读要求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备注

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 选修 ≥2 “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模块中

的“四史”课程、《语言交际艺

术与应用写作》课程，“科技进

步与科学精神”模块中的《数学

通识》课程，“生态环境与生命

关怀”模块中的“健康教育”课

程为必选。

考查 2-7

哲学智慧与批判思维 选修
≥1

考查 2-7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选修 考查 2-7

艺术欣赏与审美体验 选修 ≥1 考查 2-7

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 选修
≥1

考查 2-7

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 选修 考查 2-7

选修小计 ≥8

合计 48.5 790 544 246



（2）专业教育课程（应修 88.5学分，其中必修 70.5学分，选修 18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

分

课程学时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备注

总计 理论 实验 实践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学

科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14214110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必修 2 32 32 考试 3

142141102 法理学 必修 3 48 48 考试 1

142141103 宪法学 必修 3 48 48 考试 1

142141104 法政治学 必修 2 32 32 考试 1

142141105 党内法规学 必修 2 32 24 8 考试 2

142141106 中国法律史 必修 3 48 44 4 考试 2

142141107 法律职业伦理 必修 2.5 40 32 8 考试 6

类别小计 17.5 280 260 20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142141301 民法总论 必修 3 48 40（8） 考试 2
混合式

教学

142141302 刑法总论 必修 3 48 48 考试 2

142141303 物权法 必修 2 32 32 考试 3

142141304 债权法 必修 3 48 48 考试 3

142141305 刑法分论 必修 3.5 56 56 考试 3

142141306 商法 必修 3.5 56 56 考试 3

142141307 民事诉讼法 必修 3 48 48 考试 4

142141308 刑事诉讼法 必修 3 48 48 考试 4

14214130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必修 3 48 48 考试 4

142141310 诉讼法实验 必修 1.5 48 48 考查 4

142141311 经济法 必修 3 48 48 考试 5

142141312 知识产权法 必修 2.5 40 32 8 考试 5

142141313 国际法 必修 3.5 56 48 8 考试 5

142141314 环境资源法 必修 2.5 40 32 8 考试 5

142141315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必修 2 32 32 考试 5

142141316 国际私法 必修 3.5 56 48 8 考试 6

142141317 国际经济法 必修 3.5 56 48 8 考试 6

142141318 证据法 必修 2 32 24 8 考试 6

142141319 财税法 必修 2 32 32 考试 6

类别小计 53 872 776 72 24

专

业

选

修

课

法

学

理

论

课

程

142141401 立法学 选修 2 32 24 8 考查 5

142141402 法律逻辑学 选修 2 32 32 考查 5

142141403 犯罪学 选修 2 32 32 考查 5

142141404 外国法制史 选修 2 32 32 考查 6

142141405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选修 2 32 32 考查 6

法

律

实

务

课

程

142141406 法律诊所 选修 1 16 16 考查 5 线上

142141407 法律文书写作 选修 2 32 24 8 考查 5

142141408 法律思维与论辩 选修 2 32 24 8 考查 6

142141409 调解理论与实务 选修 2 32 32 考查 6



程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142141410 律师与公证实务 选修 2 32 32 考查 6

142141411 法律检索与论文写作 选修 1.5 24 24 考查 7 线上

社

会

治

理

课

程

142141412 法社会学 选修 2 32 32 考查 5

142141413 监察法 选修 2 32 32 考查 6

142141414 社区矫正 选修 1 16 16 考查 7

142141415 信访概论 选修 1 16 16 考查 7

142141416 廉洁文化 选修 1 16 16 考查 7

142141417 应急法专题 选修 1 16 16 考查 7 线上

校

地

合

作

课

程

142141418 民法实务与案例研习 选修 0.5 16 16 考查 3

142141419 刑法实务与案例研习 选修 0.5 16 16 考查 3

142141420 行政诉讼实务与案
例研习

选修 0.5 16 16 考查 4

交

叉

学

科

课

程

142141421 电子商务法 选修 2 32 32 考查 5

142141422 人工智能法学 选修 2 32
16

（16）
考查 6

混合式

教学

142141423 环境保护税法 选修 2 32 32 考查 6

选修小计 18 288

合计 88.5 1440

（3）集中实践课程（应修 25学分，其中必修 25学分，选修 0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备注

集中实践

212000601 军事训练 必修 2 2周 1 考查

142141601 庭审观摩 必修 1 1周 1 考查

142141602 社会调查 必修 2 4周 2 考查 假期

142141603 法制宣传 必修 1 1周 3 考查

142141604 模拟法庭 必修 3 3周 4 考查

142141605 专业实习 必修 8 16周 5 考查

142141606 毕业论文 必修 8 8周 8 考查

必修小计 25 35周

合计 25 35周

（4）素质拓展（应修 8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备注

素质拓展

212000801 创新创业实践 必修 3 1-8 考查

212000802 第二课堂 必修 5 1-8 考查

必修小计 8

合计 8



素质拓展课程学分置换标准

课程名称与代码 分值评定标准表

素质
拓展
课程
（创
新创
业实
践模
块）

必
修

学科竞赛

项目内容 分值 备注

A类竞赛：普
通高校学科竞
赛排行榜赛事
国家级奖励

特等奖 6分

排名不分位
次。
同一类竞赛
只按最高奖
项计分。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分

三等奖 3分

优秀奖 1分

B 类竞赛：A
类竞赛的省级
奖励，湖南省
科创大赛、师
范生技能大赛
省级奖励，其
他竞赛国家级

奖励

特等奖 5分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分

三等奖 2分

优秀奖 1分

C类竞赛：其
他各类赛事省
市级奖励

特等奖 4分

一等奖 3分

二等奖 2分

其他奖项 1分

D类竞赛；校
赛奖励

特等或一等奖 1分

其他奖项 0.5 分

大创项目

国家级
结项优秀 5分

项目负责人
计全部学分，
其他参与学
生减半计学
分

结项合格 4分

省级
结项优秀 4分

结项合格 3分

校级
结项优秀 2分

结项合格 1分

学术论文

A 类：SCI、
SSCI 收录论

文

第一作者 6分

第二作者 4分

其他作者 2分

B类：EI、
CSSCI 收录论

文

第一作者 5分

第二作者 3分

其他作者 2分

C类在 CSCD
《ISTP》等收

录论文

第一作者 3分



其他作者 1分

D类：其它学
术刊物发表论

文

第一作者 2分

其他作者 1分

文章
专著
作品

省级以上上媒
体发表文章或

报道

2000 字以上 2分

若为集体创
作，按排名先
后顺序等差
递减 0.5 学
分，不足 0.5
学分，按 0.5

学分计

1000 字以上 1分

少于 1000 字 0.5 分

出版专著、译
著和文学、美
术、音乐、设
计等作品

20 万字以上 5分

10 万字以上 4分

5万字以上 3分

低于 5 万字 2分

专利、软件
著作权

发明专利

第一位次 5 分

以授权号为
准

第二位次 3 分

其他位次 2 分

实用新型、外
观设计或软件

著作权

第一位次 3 分

其他位次 2 分

学术会议

国际学术会议
大会报告 4分

报名不分位
次

墙报展示 3分

国内学术会议
大会报告 2分

墙报展示 1分

科技创新
活动

参与导师指导项目、开放实验项目及其他科技创新
活动，撰写 2000 字以上实验或研究报告，取得创
新成果并考核合格

1分
累计不超过 2

分

创新实践

成立创业团队并工商注册，有经营活动和资金流水 3分 提供工商执
照和银行流
水，入住基地
证明、训练营
活动证明

成立创业团队并入住创业孵化基地 2分

参加创业训练营活动并撰写完善的商业计划书 1分

职业资格

ESB 创新创业国际认证 3分 提供国际认
证证书

国家级注册资格证 2分 提供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
障部颁发证

书
国家级从业资格证 1分 提供行业行

政管理部门
或行业协会
颁发证书

专业等级考
试

全国大学外语考试六级 425 分及以上 2分

提供相关等
级证书

全国大学外语考试四级 425 分及以上 1分

全国大学英语考试（艺体类）四级 425 分及以上 2分

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口语考试 A 级、B级 2分



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口语考试 C 级 1分

全国大学外语专业考试八级 2分

托福考试（TOEFL）80 分及以上 2分

托福考试（TOEFL）60 分及以上 1分

雅思考试（IELTS）6.5 分及以上 2分

雅思考试（IELTS）6 分及以上 1分

BEC 商务英语中级及以上 2分

BEC 商务英语初级 1分

职业英语水平等级中级及以上（三级以上） 2分

职业英语水平等级初级、基础级（四、五级） 1分

韩语能力考试五级及以上 2分

韩语能力考试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1分

日本语能力测试一级 2分

日本语能力测试二级、三级、四级 1分

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甲等及以上等级 1分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非计算机类专业）二级 0.5 分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 1分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四级 2分

全国计算机软件资格水平考试程序员 1分

全国计算机软件资格水平考试高级程序员 2分

全国计算机软件资格水平考试系统分析员 3分

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 2分

国家三级及以上裁判员 2分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等级证书四级及以上及瑜伽、
舞蹈等体育锻炼证书

1分

行业技能或
课程培训

成绩合格 1分
累计不超过 1

学分

听学术报告
听讲学术报告 5 次，且至少提交 1 篇 2000 字以上
经导师认定为合格的学习心得

1分
累计不超过 1

学分

备注：1.“国家级注册资格证书”：指列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目录》的职业资格，可从国家职业资格
工作网 http://osta.org.cn 查询，证书颁发部门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从业资格证书”：证书颁发部门为行业行政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
3.获得分值 6 分以上的课程成绩记载为 95 分；分值达到 5 分的课程成绩记载为 85 分；分值为 4 分

及以上者，课程成绩记载为 75 分；分值达到 3 分的课程成绩记载为 60 分；分值不足 3 分者，课程成绩
记载为 55 分。

http://osta.org.cn


课程名称与代码 分值评定标准表

素质
拓展
课程
（第
二课
堂模
块）

必
修

思想成长

项目 获奖等级 分值

“青马班”优秀学员

国家级 2 分

省级 1 分

校级 0.5 分

社会实践

项目 获奖等级 分值

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

国家级 1.5 分

省级 1 分

校级 0.5 分

志愿公益

项目名称 获奖级别 分值 备注

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公益创业赛

国家级 3 分 项目成
员前

2名予以
加分

省部级 2 分

校级 1 分

项目名称 内容 分值 备注

日常志愿服务活
动

四年获得 300 小时志愿服务时长 2分
以志愿
汇平台
累计服
务时长
计算

四年获得 200 小时志愿服务时长 1分

文体活动

级别 获奖等级或排名
分值

个人 集体

国际级
特等奖、一等奖 4分 3 分

二等奖、三等奖 3分 2 分

国家级
特等奖、一等奖 3分 2 分

二等奖、三等奖 2分 1 分

省部级
特等奖、一等奖 2分 1 分

二等奖、三等奖 1分 0.5 分

社会工作

项目名称 级别 分值 备注

优秀学生干部、团干部、团员
等先进个人

国家级 2分

省级 1分

校级十佳 0.5 分



优秀学生社团

国家级 2分 学生社
团骨干
排名前 2
名予以
加分

省级 1分

校级五星、四星社团 0.5 分

图书阅读

项目 分值 备注

线上阅读积分大于 7500
1

凭图书馆阅读系统积
分和借阅记录核计节约纸质图书≥4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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