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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科插班生考试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法学《法理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法学专业本科插班生。

二、考试目的

考核学生对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考核学生运用法理学的原理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属水平测试。

三、考试的方法和考试时间

1、考试方法：闭卷 笔试

2、记分方式：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

3、考试时间：120 分钟

4、试题类型：4 类

5、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命题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主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掌

握的情况，重点考查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命题的原则是：

题目数量多、份量小，范围广，最基本的知识一般占 60%左右，稍微灵活一点的题目占 20%左右，较难的题

目占 20%左右。客观性的题目应占 20%的比重。

6、题目类型

（1）单项选择题（在每一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请把你正确答案的题号填入题

干的括号内。多选不给分。每题 1 分，共 10 分）

（2）多项选择题（在每一小题的备选答案中，至少有两个答案是正确的，请把你正确答案的题号填入

题干的括号内。少选、多选不给分。每题 2 分，共 10 分）

（3）名词解释(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4）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50 分）

7、各类题目的特点及考试的目的

（1）选择题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要求考生从一个问题的若干个备选答案中选出正确的答案。

这类题目是把正确答案与相近的答案或似是而非的答案并列，它具有简单、明确、客观的特点。它是既容

易得分，又容易丢分的题目。这类题目不需要学生在复习时死记硬背，但对基本结论要理解准确。用这类

题目进行考试的目的，主要是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理解的准确程度。

（2）名词解释。属于较简单的题型，要求学生准确记忆基本概念，虽不要求字字相符但表述不得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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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相悖。

（3）简答题。属于中等难度题目，主要是要求学生简要地回答出一些基本原理。用这类题目进行考试，

主要是考查学生对基本原理理解和掌握的程度。

8、答题要求

考生拿到考卷以后，首先要把各类题目的题意和要求弄清楚，切忌看错题目，所答非所问。对于各类

题目的回答要求如下：

（1）对于选择题，分单项和多选，单选只能选一个。多选不可多选或漏选。

（2）对于名词解释题，要按指定教材中的观点作为标准答案。名词解释注意答踩分点。名词解释来源

于书里面的很基本的概念。

（3）对于简答题，要按指定教材中的观点作为标准答案。简答题都要注意中心意思。简答题要条理清

楚。简答题都来源于书里。

四、指定教材：

《法理学》编写组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年 2 月第 1版

五、考试的内容、要求、题型范围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意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

法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

问题。

本大纲考试客观题，即单选、多选的范围基本包括整个教材，同时不限于教材；主观题即名词解释、

简答题，范围在以下“考核知识点”中。

导论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掌握法理学的对象与性质。

第二节 法理学的历史。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形成及其意义。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中国化。

考核要求

识记：

1、不同社会历史形态下的法理学思想。

2、法理学的意义。

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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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思想中的法理学观点。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理学。

3、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历史意义。

应用：

1、法理学研究对象、性质。

2、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渊源、形成、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一章 法的概念与本质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法的概念

第二节 法的本质

第三节 法的基本特征

第四节 法的要素

考核要求

识记：

1、中、西方语言体系中的“法”“法律”法的概念。

2、中、西方法的传统含义的差异。

3、现代法的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含义。

领会 ：

1、法的本质：历史上关于法的本质的学说。

2、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观点。

应用：

1、法的基本特征：法是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法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法是以权利义务

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法是通过国家强制性力保证实施。

2、法律规则

3、法律原则

4、法律概念

第二章 法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类型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法的起源观

第二节 法的起源规则

第三节 法的历史类型

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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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

1、唯心、唯物史观下的法的起源理论。

领会：

1、法的历史类型及其特征。

应用：

1、法的产生的一般过程和基本规律。

2、原始社会行为规则与法的关系。

第三章 法律的价值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法律价值的概念

第二节 法与秩序

第三节 法与自由

第四节 法与平等

第五节 法与人权

第六节 法与正义

考核要求

识记：

人权等价值的概念。

领会：

1、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价值理论。

2、法律价值的基本特征及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

应用：

1、法的秩序价值

2、法的自由价值

3、法的平等价值

4、法的人权价值

5、法的正义价值

第四章 法的渊源与效力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法的渊源

第二节 法的分类

第三节 法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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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

识记：

1、法的渊源的概念

领会：

1、法的渊源的种类

2、法的类型

应用：

1、法的效力

第五章 法律关系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分类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

第四节 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

考核要求

识记：

1、法律关系的概念性质特征种类；

领会：

1、法律关系的分类；

应用：

1、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2、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

第六章 法律行为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法律行为的概念、特征和类型

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结构

考核要求

识记：

1、法律行为的分类

领会：

1、法律行为的概念、特征

2、法律行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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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1、法律行为的确认

第七章 法律责任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法律责任的概念

第二节 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

第三节 法律责任的承担

考核要求

识记：

1、法律责任分类；

领会：

1、法律责任的构成；

2、法律责任的含义

3、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

应用：

1、法律责任的要件

2、法律责任的承担

第八章 法律技术方法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法律技术方法概念

第二节 法律解释

第三节 法律推理

第四节 法律论证

考核要求

识记：

1、法律技术方法概念、类型

2、法律推理类型、原则和方法

3、法律论证的形式、标准

领会：

1、法律解释的原则

应用：

1、法律解释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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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解释方法

第九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学的历史文化基础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中国传统法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近代法理学的探索与变革

考核要求

识记：

1、中国历史上历代主要法学思想

领会：

1、法理理论与法权意识的产生

2、对传统法学思想的扬弃

第十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和作用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发展及其历史经验

考核要求

识记：

1、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

领会：

1、革命根据地的法与社会主义法对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借鉴

2、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发展阶段，法治与民主相互促

应用：

1、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

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民主政治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第二节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是符合国情的选择

第三节 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

第四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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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领会：

1、民主与政治的关系

2、中国民主政治基本制度

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4、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应用：

1、中国民主政治基本制度

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条件

第十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文化、社会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社会主义法与经济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文化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和谐社会

考核要求

识记：

1、法与经济的关系

领会：

1、法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2、宗教、法律意识、法律文化与法律关系

3、法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应用：

1、法与道德的关系

第十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和法律体系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原则

第二节 中国的立法体制

第三节 中国的立法程序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五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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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

1、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指导原则

领会：

1、中国的立法体制：一元多层次

2、立法程序

3、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应用：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框架、目标

第十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实施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法律实施意义

第二节 法律执行

第三节 法律适用

第四节 法律遵守

第五节 法律实施的监督

考核要求

识记：

1、法律实施的意义

领会：

1、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遵守的概念

2、法律实施监督的原则、性质、功能及我国的体制

应用：

1、法律实施、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遵守之间的关系

第十五章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依法治国的概念

第二节 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

考核要求

识记：

1、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与发展

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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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治国的概念

2、法治与人治、德治、法制之间的关系

3、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应用：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2、依法执政

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和法律化

4、法治政府与公司司法建议

5、法律意识、法律素质与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形成

六、试卷设计的结构（内容，题型，分数分配）

序号 题型 考试内容 分数分配 备注

1 单选题 法理学 10 分（10 小题×1分/小题）

2 多选题 法理学 10 分（5 小题×2 分/小题）

3 名词解释 法理学 30 分（5 小题×6 分/小题）

4 简答题 法理学 50 分（5 小题×10 分/小题）

总分数 100 分

七、考试要求

本课程为闭卷考试，考生不得携带任何纸张、教材、笔记本、作业本、参考资料、电子读物、电子器

具和工具书等进入考场。

2020 年本科插班生考试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法学《刑法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法学专业本科插班生。

二、考试目的

考核学生对刑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考核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

运用刑法学的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属水平测试。

三、考试的方法和考试时间

1、考试方法：闭卷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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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分方式：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

3、考试时间：120 分钟

4、试题总数：约 17 题

5、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命题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主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掌

握的情况，重点考查学生运用法律思维及刑法相关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命题的原则是：主观题目数

量多、题型适中、范围广，最基本的知识一般占 70%左右，稍微灵活一点的题目占 20%左右，较难的题目占

10%左右。主观性的题目应占 80%的比重。

6、题目类型

（1）单项选择题（在每一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请把你正确答案的题号填入题

干的括号内。多选不给分。每题 2 分，共 20 分）

（2）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40 分）

（3）案例分析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4）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20 分）

7、各类题目的特点及考试的目的

（1）单项选择题。要求考生从一个问题的若干个备选答案中选出正确的答案。这类题目是把正确答案

与相近的答案或似是而非的答案并列，它具有简单、明确、客观的特点。它是既容易得分，又容易丢分的

题目。这类题目不需要学生在复习时死记硬背，但对基本结论要理解准确。用这类题目进行考试的目的，

主要是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理解的准确程度。

（2）简答题。属于中型题目，主要是要求学生简要地回答出一些基本原理。用这类题目进行考试，主

要是考查学生对基本原理理解和掌握的程度。

（3）案例分析题。具有一定难度，考察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论述题。在多数情况下，这是较难的题目。它具有包括内容多、广、活的特点，用这类题目进行

考试，主要是考查学生对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全面理解、综合分析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研究现

实问题的能力。这类题目的分数一般不会全部丢掉，但也很难全部得到。

8、答题要求

考生拿到考卷以后，首先要把各类题目的题意和要求弄清楚，切忌看错题目，所答非所问。对于各类

题目的回答要求如下：

（1）对于选择题，要求选择要正确，不可多选或漏选。

（2）对于简答题，只要求答出要点，如果本身所表示的意思不明确，则需要对要点稍作说明。若要点

本身所表示的意思已经很明确，就无需再作说明。

（3）案例分析题，根据案例后问题准确简洁地回答要点，题目要求说理的才需要说明理由。

（4）对于论述题，要求答出要点，每答出一个要点，就要对这个要点加以比较详细和充分的解释和说

明。如果只答要点不作解释和说明，就要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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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的内容、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意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

法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

问题。

第一章 刑法概说

1、识记：刑法的概念和性质；刑法的解释

2、领会：刑法的概念和性质；刑法的任务；刑法的解释

3、应用：刑法的解释

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

1、识记：刑法明文规定的三大基本原则

2、领会：刑法明文规定的三大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与意义

3、应用：刑法明文规定的三大基本原则

第三章 刑法的效力范围

1、识记：刑法的空间效力；刑法的时间效力

2、领会：刑法的空间效力；刑法的时间效力

3、应用：刑法的空间效力；刑法的时间效力

第四章 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1、识记：犯罪概念；犯罪构成

2、领会：犯罪概念；犯罪构成

3、应用：犯罪构成

第五章 犯罪客体

1、识记：犯罪客体

2、领会：犯罪客体；犯罪客体的分类；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3、应用：犯罪客体；犯罪客体的分类；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第六章 犯罪客观方面

1、识记：危害行为

2、领会：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3、应用：危害行为

第七章 犯罪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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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单位犯罪

2、领会：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刑事主体的特殊身份；单位犯罪

3、应用：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刑事主体的特殊身份；单位犯罪

第八章 犯罪主观方面

1、识记：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认识错误

2、领会：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认识错误

3、应用：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认识错误

第九章 正当行为

1、识记：正当行为概述；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2、领会：正当行为概述；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3、应用：正当行为概述；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第十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1、识记：犯罪既遂形态；犯罪未遂形态；犯罪预备形态；犯罪中止形态

2、领会：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概述；犯罪既遂形态；犯罪未遂形态；犯罪预备形态；犯罪中止形态

3、应用：犯罪既遂形态；犯罪未遂形态；犯罪预备形态；犯罪中止形态

第十一章 共同犯罪

1、识记：共同犯罪概述；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2、领会：共同犯罪概述；共同犯罪的形式；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3、应用：共同犯罪概述；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第十二章 罪数形态

1、识记：罪数判断标准；一罪的类型；数罪的类型

2、领会：罪数判断标准；一罪的类型；数罪的类型

3、应用：罪数判断标准；一罪的类型；数罪的类型

第十三章 刑事责任

1、识记：刑事责任概述；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的发展阶段和解决方式

2、领会：刑事责任概述；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的发展阶段和解决方式

3、应用：刑事责任概述；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的发展阶段和解决方式

第十四章 刑罚概说

1、识记：刑罚的概念；刑罚的功能；刑罚的目的

2、领会：刑罚的概念；刑罚的功能；刑罚的目的

3、应用：刑罚的概念；刑罚的功能；刑罚的目的

第十五章 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1、识记：主刑；附加刑

2、领会：刑罚的体系；主刑；附加刑；非刑罚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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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刑罚的体系；主刑；附加刑；非刑罚处理方法

第十六章 刑罚裁量

1、识记：刑罚裁量；量刑的原则；量刑的情节

2、领会：刑罚裁量；量刑的原则；量刑的情节

3、应用：量刑的情节

第十七章 刑罚裁量制度

1、识记：累犯；自首与立功；数罪并罚；缓刑

2、领会：累犯；自首与立功；数罪并罚；缓刑

3、应用：累犯；自首与立功；数罪并罚；缓刑

第十八章 刑罚执行制度

1、识记：假释

2、领会：刑罚执行概述；减刑；假释

3、应用：刑罚执行概述；减刑；假释

第十九章 刑罚的消灭

1、识记：时效

2、领会：刑罚的消灭概述；时效；赦免

3、应用：时效

第二十章 刑法各论概述

1、识记：刑法各论与刑法总论的关系；刑法分则的体系；具体犯罪条文的构成

2、领会：刑法各论与刑法总论的关系；刑法分则的体系；具体犯罪条文的构成

3、应用：刑法各论与刑法总论的关系；刑法分则的体系；具体犯罪条文的构成

第二十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1、识记：叛逃罪；间谍罪

2、领会：叛逃罪；间谍罪

3、应用：叛逃罪；间谍罪

第二十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1、识记：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2、领会：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3、应用：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第二十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1、识记：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2、领会：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3、应用：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第二十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15

1、识记：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2、领会：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3、应用：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第二十五章 侵犯财产罪

1、识记：各个具体犯罪

2、领会：各个具体犯罪

3、应用：各个具体犯罪

第二十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1、识记：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2、领会：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3、应用：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第二十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1、识记：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2、领会：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3、应用：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第二十八章 贪污贿赂罪

1、识记：各个具体犯罪

2、领会：各个具体犯罪

3、应用：各个具体犯罪

第二十九章 渎职罪

1、识记：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2、领会：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3、应用：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第三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1、识记：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2、领会：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3、应用：当中的常见多发犯罪

五、试卷设计的结构（内容，题型，分数分配）

序号 题 型 考试内容 分数分配 备 注

1 单项选择 刑法总论与各论 20分（10小题×2分/小题）

2 简答题 刑法总论与各论 40分（4小题×10分/小题）

3 案例分析题 刑法总论与各论 20分（2小题×10分/小题）

4 论述题 刑法总论与各论 20 分（1 小题×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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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数 100 分

六、考试要求

本课程考试为闭卷考试，考生不得携带任何纸张、教材、笔记本、作业本、参考资料等进入考场。

七、参考书目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8 月

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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