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前沿专题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42021065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法学前沿专题

Frontier Topics in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主要部门法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

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课程教学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本课程旨在展示法学学科新近研究成果，探讨前沿热点问题，通过对前沿问题的讨论，揭示法

学思考和研究的方法。对于本科生而言，本课程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探索法学前沿问题的兴趣，鼓

励自主学习、深度阅读和独立思考，提升法科生的核心能力、保持竞争力。

本课程按照部门法的分类，辅以最新社会与科技热点，包含法理学、宪法、民商经济法、刑法、

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数字网络法等板块，每个板块对该部门法/领域的热点前沿问题进行讲

授，向学生传授最重要最前沿的部门法知识，并对各个部门法之间的联系进行梳理，化整为零，培

养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closely focused on strengthening students' ideals and beliefs, with love for the Party,

love for the country, love for socialism, love for the people, love for the collective as the main line,

focusing on political identity, national sentiment, cultural literacy, awarenes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moral cultivation and other key points to optimize the content supply of the course Civics,

systematically carry out education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hinese dream,

education on core socialist values, education on the rule of law, labor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on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we insist

on Marxism as the guide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course teaches major fundamental issues of the discipline, displays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discusses frontier hot issu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basic or frontier issues, it reveals the methods of

legal thinking and research. This course aims to consolidate students' basic knowledge of law, encourage

deep reading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ence.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are instructed to write academic papers in Chinese.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departmental laws, this course includes sections such as

jurisprudence, constitu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civil law, criminal law, economic law, civil procedure la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ternational law, etc. Each section teaches the connotation range, important

concepts,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hot frontier issues of the law/field of this department, and

teache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utting-edge knowledge of departmental laws to students. And the links

between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of law were sorted out, the whole into pieces, to develop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problems and advanced thinking.



*教材

（Textbooks）
无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波斯纳著，武欣、凌斌译：《法律理论的前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立法前沿》（以书代刊系列）；

邓云、陶建平主编：《现代社会与犯罪治理——网络犯罪专题研讨（中国犯罪学学会

年会论文集 2020 年）》，中国检察出版社 2020 年第 1 版；

马长山：《迈向数字社会的法律》，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第 1 版；

《数字法律评论》（以书代刊系列）

何渊：《数据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第 1 版；

张楚：《信息网络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第 1 版；

张欣：《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治理机制与方案》，法律出版社 2022 年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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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鸣宇，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教育专业

委员会第五、六届常委；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

。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第 1 周 刘晓春，副教授，法学院网络法教研室

第 2 周 周辉，副教授，法学院网络法教研室

第 3 周 李斌，律师，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 4 周 沈萌，卡尔动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法务总监

第 5 周 崔灵珺，律师，盈科律师事务所人合伙人

第 6 周 李广德，讲师，法学院法理学教研室

第 7 周 黄钰洲，讲师，法学院法理学教研室

第 8 周 王莉君，教授，法学院法理学教研室

第 9 周 莫纪宏，教授，法学院院长、宪法行政法教研室

第 10 周 蔡睿，讲师，法学院民法学教研室

第 11 周 汤洁茵，教授，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主任

第 12 周 孔立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

第 13 周 焦旭鹏，副教授，法学院刑法教研室

第 14 周 吕艳滨，教授，法学院宪法行政法教研室主任

第 15 周 徐卉，教授，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

第 16 周 柳华文，教授，法学院国际公法教研室主任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 进一步理解法学领域各专业学科最前沿的理论热点、难点问题；

2. 准确掌握法学领域各专业学科当今的发展动向，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核方式

（Grading）

论文结课

课程成绩采取结构成绩制，本门课程的成绩由平时成绩、期末成绩组成总评成绩，平时成绩占总评

成绩的 3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第一讲 数字法学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二周 2
第二讲 人工智能法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三周 2
第三讲 网络法学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四周 2
第四讲 智能物联领域法律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五周 2

第五讲 构建未来法学的构想

未来法学是什么？研究什么？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六周 2
第六讲 法理学前沿基础理论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七周 2
第七讲 法律方法论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八周 2
第八讲 比较法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九周 2
第九讲 宪法学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十周 2
第十讲 民商法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十一周 2
第十一讲 经济法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十二周 2
第十二讲 知识产权法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十三周 2
第十三讲 刑法学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十四周 2
第十四讲 行政法学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十五周 2

第十五讲 诉讼法学前沿基础理论

民商事程序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

刑事程序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第十六周 2
第十六讲 国际法前沿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总计
3

2

3

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