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通过外国刑法学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相关案例的探讨，学生可以清楚认知和了解中

国刑法的基本理论与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在哪些方面暗合，在体系构成和案例分析的逻辑层次

上彼此有何差异，差异背后的文化基础又有何不同等，增强比较分析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课程目标 2：深化刑法理论的掌握

2．1 外国刑法学课程的学习，正是对学生学习理念的冲击，从之前中国刑法学的学习

更多停留在注释法学到关注外国刑法理论法学，加强学生对外国刑法理论和中国刑法问题的

思考，以做到中外刑法以及外国刑法的各个问题之间的融会贯通，由表及里、由 



2．通过第二章“近代刑

法理论”的学习，学生能

够清晰了解刑法学的发

展概况与发展方向。

3．通过第三章“刑法基

本原则”的学习，帮助学

生从理论的视角看待学

科研究对象，反思学习方

式，掌握学科基础知识。

刑法思想；后期古典学派的刑法思想；

刑法学派之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刑

法思想。

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概述；

罪刑法定主义；谦抑主义；责任主义。

课程目标 2

2.1

犯罪概说：犯罪的概念和本质；

犯罪的成立要件和分类；犯罪论体系。

构成要件论：构成要件的概念和理论沿

革；构成要件的种类和要素；构成要件

符合性及其形态；犯罪的主体与客体；

构成要件的行为与结果；构成要件的故

意、过失与错误。

违法性论：违法性概说；违法性阻却事

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基于法令或

正当业务的行为；其他违法性阻却事由。

1．通过“犯罪概说”与

“构成要件理论”的学

习，学生能够全面地认识

刑法学学科的核心内容。

2．通过“违法论”、“责

任论”、“未遂犯论”等学

科基本理论的学习，熟悉

理论的话语体系，并且帮

助学生思考如何运用外

国刑法学的思想和内容，

分析和解决中国刑法学

的问题。

3．通过“正犯与共犯”

内容的学习，帮助学生厘

清刑法学核心难点问题，

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4、通过对罪数论的学习，

帮助学生了解学科研究

2.2

责任论： 责任概说；责任能力；违法性

意识及其可能性；期待可能性。

未遂犯论：犯罪实施的阶段与未遂犯；

未遂犯（狭义）；不能犯；中

犯

正犯与能正想与能则避险

性数论与能险思论的问.4







第二章 近代刑法理论

重点论述刑事古典学派（前期古典学说）、近代学派、后期古典学派的刑法思想和刑法

学派之争。前期古典学派的刑法思想是以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

的思想，其代表人物见卡里亚、费尔巴哈被认为是近代刑法学的奠基人。近代学派包括刑事

人类学派和近代学派包括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均以基法的实证主义理论为基础，

因而也称实证学派。其代表人物龙勃罗梭、菲利、加罗法洛以人类学方法研究犯罪。李斯特

在犯罪原因上强调社会原因。后期古典学派的刑法思想以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混合的



第三节 谦抑主义

第四节 责任主义

4.教学方法

（1）讲授法：讲授课程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按照德国、日本通行的刑法学体系，全面、

系统地阐述外国刑事立法、刑法理论与典型判例，重点阐释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法条、学

说与判旨。

（2）讨论法：围绕“外国刑事立法的法律理由与社会背景、外国刑法学说的思想基础与争

论焦点、外国典型判例的判决理由与学理评说”等主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3）演示法：通过课堂展示外国刑法的学说、法条与判例，帮助学生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和

法律解释能力，引领学生对刑法学加以更深入的研习，依据程序教学的方法步骤分解课堂教

学步骤并进行设计、展示。

5.教学评价

（1）分组形成课程学习总结或组织一次课程报告会。

（2）根据所学专业内容，组织案例分析活动。

第二编 犯罪论

1.教学目标

通过本部分的学习，学生学习并掌握如下问题：（1）犯罪概说问题（犯罪的概念和本

质、犯罪的成立要件和分类、犯罪论体系）；（2）构成要件论（构成要件的概念和理论沿

革、构成要件的种类和要素、构成要件符合性及其形态、犯罪的主体与客体、构成要件的行

为与结果、构成要件的故意、过失与错误）；（3）违法性论（违法性概说、违法性阻却事

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基于法令或正当业务的行为、其他违法性阻却事由）；（4）责

任论（责任概说、责任能力、违法性意识及其可能性、期待可能性）；（5）未遂犯论（犯

罪实施的阶段与未遂犯、未遂犯（狭义）、不能犯、中止犯、预备犯与阴谋犯）；（6）正

犯与共犯（正犯、共犯概说、共同正犯、狭义的共犯、共犯的其他问题）；（7）罪数论（罪

数论概述、本来的一罪、科刑上的一罪、并合罪）Ȁ2.

Ç学



（1）构成要件论：构成要件的概念和理论沿革；构成要件的种类和要素；构成要件符

合性及其形态；犯罪的主体与客体；构成要件的行为与结果；构成要件的故意、过失与错误。

（2）违法性论：违法性概说；违法性阻却事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基于法令或正

当业务的行为；其他违法性阻却事由。

（3）责任论： 责任概说；责任能力；违法性意识及其可能性；期待可能性。

（4）未遂犯论：犯罪实施阶段与未遂犯；未遂犯；不能犯；中止犯；预备犯与阴谋犯。

（5）正犯与共犯：正犯；共犯概说；共同正犯；狭义的共犯；共犯的其他问题。

（6）罪数论：罪数论概述；本来的一罪；科刑上的一罪；并合罪。

3.教学内容

第四章 犯罪概说

本章重点阐述“犯罪”的含义；明确犯罪的实质定义、形式定义和综合定义；介绍大陆

法系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的本质学说——权利侵害说、法益侵害说、义务违反说、社会伦理

规范违反说、综合说，德、日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成立要件，根据不同标准进行的犯罪分类，

犯罪论体系的概念、体系特征以及发展演变。

第一节 犯罪的概念和本质

第二节 犯罪的成立要件和分类

第三节 犯罪论体系

第五章 构成要件论

构成要件理论在犯罪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章重点论述构成要件的概

念与理论、构成要件的种类与要素、犯罪的主体与客体等内容。行为理论、因果关系理论与

客观归属理论涉及很多争议问题，值得重视。构成要件的故意、过失与错误是本章的重中之

重，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

第一节 构成要件的概念和理论沿革

第二节 构成要件的种类和要素



第三节 构成要件符合性及其形态

第四节 犯罪的主体与客体

第五节 构成要件的行为与结果

第六节 构成要件的故意、过失与错误

第六章 违法性论

违法性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是构成要件符合性之后的犯罪成立的另一要件。关于违

法性的概念、本质、要素、可罚的违法性的各种观点值得重视。违法性阻却事由包括法定的

违法性阻却事由与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法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一般包括正当防卫、紧

急避险、基于法令或正当业务的行为等，它们各自的成立条件与相互区别是本章的重点与难

点，需要认真掌握。此外，也有必要了解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如被害人承诺、推定的

承诺、自救行为、义务冲突、安乐死、尊严死等的成立条件。

第一节 违法性概说

第二节 违法性阻却事由

第三节 正当防卫

第四节 紧急避险

第五节 基于法令或正当业务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违法性阻却事由

第七章 责任论

责任是对行为人的非难。研究刑法中的责任，首先，应了解责任的概念、本质和要素。

围绕责任的本质的各种学说值得重视。责任能力是进行责任非难的前提条件，各国刑法对无

责任能力和限制责任能力都作了规定，据此确定行为人能否负刑事责任和如何负刑事责任。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违法性意识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都存在较大争议，但它们在责任论中

都很重要，需要给予关注。

第一节 责任概说

第二节 责任能力









第十二章 刑罚的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规定有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名誉刑四类刑罚，其中前三者为

主刑，后者为附加刑。在主刑中，生命刑在大陆法系 多数国家已被废除



第一节 各种刑罚的执行

第二节 缓刑

第三节 假释

第四节 刑罚的消灭

第五节 前科消灭

第十五章 保安处分

基于对人身危险性的抑制，新派所主张的保安处分制度在一元抑或二元的论争中取得了

长足的进展，并一跃成，为新、旧派刑法思想交锋的主要阵地。传统的旧派刑法理论基于行

为主义、法治主义，就保安处分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提出过质疑。但是，在保安处分

制度的新近发展中，不仅考虑到社会防卫以及人身危险性预防的需要，而且顾及法治主义和

人权保障。保安处分在现代刑法中得到广泛的认可。关于保安处分的种类和适用，很多国家

的刑事立法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第一节 保安处分概述

第二节 保安处分的分类

第三节 保安处分的适用

4.教学方法

（1）讲授法：通过讲授本课程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按照德国、日本通行的刑法学体系，

全面、系统地阐述外国刑事立法、刑法理论与典型判例，重点阐释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法

条、学说与判旨。

（2）讨论法：围绕“外国刑事立法的法律理由与社会背景、外国刑法学说的思想基础与争

论焦点、外国典型判例的判决理由与学理评说”等主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5.教学评价

（1）分组形成课程学习总结或组织一次学习报告会。

（2）根据所学专业内容，组织案例分析活动。



四、学时分配

表 2：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和学时分配表

章节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第一章 刑法与刑法学概述 3

第二章 近代刑法理论 4

第三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 4

第四章 犯罪概述 3

第五章 构成要件论 4

第六章 违法论 4

第七章 责任论 4

第八章 未遂犯论 4

第九章 共犯与正犯 4

第十章 罪数论 4

第十一章 刑罚与刑罚权 3

第十二章 刑罚的体系 3

第十三章 刑罚的适用 3

第十四章 刑罚的执行 3





论沿革；构成要件的种

类和要素；构成要件符

合性及其形态；犯罪的

主体与客体；构成要件

的行为与结果；构成要

件的故意、过失与错

误。

7 违法论

违法性概说；违法性阻

却事由；正当防卫；紧

急避险；基于法令或正

当业务的行为；其他违

法性阻却事由。

4

重点

掌握

8 责任论

责任概说；责任能力；

违法性意识及其可能

性；期待可能性。

4

重点

掌握

9 未遂犯论

犯罪实施的阶段与未

遂犯；未遂犯（狭义）；

不能犯；中止犯；预备

犯与阴谋犯。

4 掌握

10-11 共犯与正犯

正犯与共犯：正犯；共

犯概说；共同正犯；狭

义的共犯；共犯的其他

问题。

重

掌握掌握掌握

法

)��×)� F �¦

�¼ ���¼ ��



13 刑罚与刑罚权 刑罚概说；刑罚权。 3 掌握

14 刑罚的体系

刑罚体系概说；死刑；

自由刑；财产刑；名誉

刑。

3 掌握

15 刑罚的适用

法定刑与刑罚的加重、

减轻；刑罚的量定、宣

告和免除。

3 掌握

16 刑罚的执行

各种刑罚的执行；缓

刑；假释；刑罚的消灭；

前科消灭。

3 掌握

17 保安处分

保安处分概述；保安处

分概 ； 保安处分的

适 。

4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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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方法

1.讲授法：通过讲授本课程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按照德国、日本通行的刑法学体系，

全面、系统地阐述外国刑事立法、刑法理论与典型判例，重点阐释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法

条、学说与判旨。

2.讨论法：围绕“外国刑事立法的法律理由与社会背景、外国刑法学说的思想基础与争

论焦点、外国典型判例的判决理由与学理评说”等主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3.演示法：通过课堂展示外国刑法的学说、法条与判例，帮助学生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和

法律解释能力，引领学生对刑法学加以更深入的研习，依据程序教学的方法步骤分解课堂教

学步骤并进行设计、展示。

八、考核方式及评定方法

（一）课程考核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表 4：课程考核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表

课程目标 考核要点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学生对外国刑法中基本概念

和原理有很好理解和掌握程

度；对中国刑法学知识的巩固

和加深情况；学生对中国刑法

理论与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

差异的认识与了解情况以及

学生的比较分析能力和抽象

思维能力。

论文或考试

课程目标 2

学生对中外刑法以及外国刑

法的各个问题之间的融会贯

通程度；对刑法条文背后的理

论精髓的认识情况；法律知识

论文或考试



结构的形成情况；能否达到既

可以巩固先前所学刑法学知

识又可以深化对刑法理论的

把握以及学生思考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很高；对实践学习的重视程

度。

论文或考试

（二）评定方法

1．评定方法

平时成绩：10%（考勤与提问、考察）

期中考试：30%（论文或试卷）

期末考试：60%（闭卷）

2．课程目标的考核占比与达成度分析

表 5：课程目标的考核占比与达成度分析表

考核占比

课程目标

平时 期中 期末 总评达成度

课程目标 1 20% 20% 20% 课 程 分 目 标 的 达 成 度

={0.1ｘ平时分目标成绩

+0.3ｘ期中分目标成绩

+0.6ｘ期末分目标成绩}/

分目标总分

课程目标 2 60% 60% 60%

课程目标 3 20% 20% 20%



（三）评分标准

课程

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优 良 中 合格 不合格

A B C D F

课程

目标 1

学生能够对外国刑

法中基本概念和原

理有很好理解和掌

握，同时对中国刑

法学知识有很好巩

固和加深。学生能

够很好地认知和了

解中国刑法理论与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

的差异，有很好的

比较分析能力和抽

象思维能力。

学生能够对外国刑

法中基本概念和原

理有较好理解和掌

握，同时对中国刑

法学知识有较好巩

固和加深。学生能

够较好地认知和了

解中国刑法理论与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

的差异，具有较好

好的比较分析能力

和抽象思维能力。

学生能够对外国

刑法中基本概念

和原理有一般地

理解和掌握，同时

对中国刑法学知

识有一般地巩固

和加深。学生能够

认知和了解中国

刑法理论与大陆

法系刑法理论的

差异，具有一定的

比较分析能力和

抽象思维能力。

学生能够对外国

刑法中基本概念

和原理有基本的

理解和掌握，同

时对中国刑法学

知识有所巩固和

加深。学生能够

基本认知和了解

中国刑法理论与

大陆法系刑法理

论的差异，具有

一定的比较分析

能力和抽象思维

能力。

学生不能对外国

刑法中基本概念

和原理有基本的

理解和掌握，同

时对中国刑法学

知识实现巩固和

加深。学生不能

基础性地认知和

了解中国刑法的

基本理论与大陆

法系刑法理论的

差异，比较分析

能力和抽象思维

能力较差。

课程

目标 2

学生能够很好地做

到对中外刑法以及

外国刑法的各个问

题之间的融会贯

通，由表及里、由

浅入深，把握刑法

学生能够较好地做

到对中外刑法以及

外国刑法的各个问

题之间的融会贯

通，由表及里、由

浅入深，把握刑法

学生能够做到对

中外刑法以及外

国刑法的各个问

题之间的融会贯

通，由表及里、由

浅入深，把握刑法

学生能够基本做

到对中外刑法以

及外国刑法的各

个问题之间的融

会贯通，由表及

里、由浅入深，

学生不能做到对

中外刑法以及外

国刑法的各个问

题之间的融会贯

通，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把握



课程

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优 良 中 合格 不合格

A B C D F

条文背后的理论精

髓，完全形成宽泛

的法律知识结构，

很好地达到既可以

巩固先前所学刑法

学知识又可以深化

对刑法理论的把

握，并且具有很好

地思考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条文背后的理论精

髓，较好形成宽泛

的法律知识结构，

很好地达到既可以

巩固先前所学刑法

学知识又可以深化

对刑法理论的把

握，并且具有较好

地思考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条文背后的理论

精髓，形成宽泛的

法律知识结构，达

到既可以巩固先

前所学刑法学知

识又可以深化对

刑法理论的把握，

并且具有一定地

思考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把握刑法条文背

后的理论精髓，

基本形成宽泛的

法律知识结构，

基本达到既可以

巩固先前所学刑

法学知识又可以

深化对刑法理论

的把握，并且具

有基本地思考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刑法条文背后的

理论精髓，完全

不能形成宽泛的

法律知识结构，

不能达到既可以

巩固先前所学刑

法学知识又可以

深化对刑法理论

的把握，并且不

具有基本地思考

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课程

目标 3

学生具有很高地学

习积极性、主动性，

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突出；课堂参与

积极性很高并且对

实践学习十分的重

视。

学生具有较高地学

习积极性、主动性，

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较突出；课堂参

与积极性较高并且

对实践学习较重

视。

学生具有学习积

极性、主动性，具

有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具有课堂参

与积极性并且对

实践学习有足够

重视。

学生具有基本的

学习积极性、主

动性，具有基本

的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有基

本的课堂参与积

极性并且对实践

学习较重视。

学生没有学习积

极性、主动性，

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较差；课

堂参与积极性很

低并且对实践学

习未引起足够重

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