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经典导读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法学经典导读

Introduction to Classics of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通过法学经典的讲授，一方面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拓宽学生的法治文明视野， 另一方

面，培养学生的基础性学科思维，学会寻求法之尺度。法学作为一门科学，乃是由经典

铸就而成，经典决定了法学这门学科的学问品质，也代表了法学曾经到达过的精神世界，

一个没有诵读过法学经典，对经典缺乏深刻体会的法律人，就会有将法学降格为一种技

术的危险。本本课程立足于法学经典著作的导读，课程也教师讲授为主，同学报告为辅，

课程内容集中于古今中西的经典法学、哲学文本，既包括《理想国》、《政治学》、《利

维坦》等经典法哲学著作，也包括《当代罗马法体系》《政治的概念》《公民的不法》

等部门法经典。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rough teaching the classics of law, on the one hand, we can cultivate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ies and broaden their vis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civilis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cultivate students' fundamental thinking and learn to seek the
yardstick of law. As a science, jurisprudence is moulded by the classics, which determine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jurisprudence and represent the spiritual world that
jurisprudence has ever reached. A legal person who has not read the classics of
jurisprudence and lack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lassics will be in danger of
downgrading jurisprudence to a kind of technology. This course is based on the
introductory reading of the classics of jurisprudence, and the course is also based on the
lectures of teachers, supplemented by the reports of students, and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focuses on the classic jurisprudential and philosophical texts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West, including the classic leg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 such as Repulic，Politics,
and Leviathan, as well as sectoral classics such as The Contemporary System of Roman
Law, Concepts of Politics, and das Unrecht des Bürgers.

*教材

（Textbooks）
无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黄钰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讲师、弗赖堡大学法学博士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 掌握基本的法哲学和法律思想史知识

2. 学会基本的法哲学思维和辨析方式

*考核方式

（Grading）
期末开卷考试，平时成绩 30%，期末成绩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课程导论

第二周 2

第一节 柏拉图《理想国》第 1 卷

第二节 柏拉图《理想国》第 2-第 10 卷

教学方法:教师讲授、学生阅读

阅读文献/讨论题目/作业: 柏拉图，《申辩篇》、《理想国》

第三周 2 学生报告 1、学生报告 2

第四周 2

第一节 《政治学》第 1-4 卷

第二节 《政治学》第 5-8 卷



第五周 2 学生报告 3、学生报告 4

第六周 2

第一节《法律的概念》第 1-5 章

第二节 《法律的概念》第 6-10 章

第七周 2 学生报告 5、学生报告 6

第八周 2

第一节 《论犯罪与刑罚》第 1-8 章

第二节 《论犯罪与刑罚》 第 9-47 章

第九周 2

学生报告 7、学生报告 8

第十周 2
第一节 《法哲学原理》导论

第二节 《法哲学原理》抽象法、道德与伦理

第十一周 2 学生报告 9、学生报告 10

第十二周 2
第一节《德国刑法教科书》1
第二节《德国刑法教科书》2

第十三周 2 学生报告 11、学生报告 12

第十四周 2
第一节《比较法总论》第 1-4 章

第二节《比较法总论》第 5-30 章



第十五周 2 学生报告 13、学生报告 14

第十六周 2
第一节 课程总结

第二节 展望法学经典阅读

总计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