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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法制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的构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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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警察学院 法律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６）

摘　要：公安法制基础是学生培养教育课程设置中的重要课程，该课程教学内容的构建体系直接影响着学生法制知
识的积累和法治观念的形成，也必将对他们的执法水平和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公安院校公安教育培养对象的现实情况

决定着开展法学基本理论知识教育的必要性；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要求决定着开展权力观教育、人权观教育、程

序正当理念教育的重要性；规范化执法需要全面了解公安机关法制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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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机关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行使国家的
行政权，同时又担负着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因此，公安

民警必须切实掌握公安法制知识，树立公安法治理念，并

能在公安工作实践中加以运用。

公安院校是公安教育训练的主阵地、科教强警的生

力军，是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基础和源头。公安法制

基础是学生培养教育课程设置中的重要课程，该课程教

学内容的构建体系直接影响着学生法制知识的积累和法

治观念的形成，也必将对他们以后执法的水平和能力产

生重大影响。但是，目前公安法制基础的教学仍然存在

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其中问题之一是规范的统编教材至

今还没有出台，关于该课程的内容体系和教学内容仍在

探索之中。因此，对公安法制基础进行课程内容体系的

设计，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１　公安院校公安教育培养对象的现实情况决定
着开展法学基本理论知识教育的必要性
公安院校公安教育培养的对象主要包括两大类：一

是依照公安民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而招录的学员（以下

简称改制生）；二是按照高中起点的国民教育模式而录取

的公安类专业的学生（以下简称高考生源公安专业学

生）。

第一大类：改制生。按照党中央和公安部党委的部

署要求，公安民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根据

公安机关警力需求和编制情况，逐步压缩普通学历招生

规模，扩大面向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兵招生规模，将原来

高中起点的国民教育模式，调整为本、专科起点的公安专

业教育模式，努力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和警察职业意识，

为基层公安机关培养输送高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专门

人才。因此，公安院校务必突出抓好培养环节的改革，要

抓紧完善公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全面调整教学计划和

课程设置，科学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大胆创新教学环节和

教学手段，大力加强教学基础建设和学员警务化管理，把

职业精神培养、专业能力教育和警务技能训练贯穿培养

工作的全过程，努力形成“教、学、练、战”一体化的、公安

职业特色鲜明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然而，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新招录的学员即改制生

队伍是一个具有明显特殊性的学习群体：生源种类迥别，

包括普通高校毕业生和退伍士兵；年龄普遍在２１～２５周
岁之间，其生理、心理发展成熟，社会阅历较丰富，具有强

烈的自尊自主性。我校２００９年（第一届）招录改制生的
总体情况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招录改
制生的统计情况与２００９年的情况大体接近。

表１　我校２００９年（第一届）招录改制生的总体情况
（ｎ＝８３５）

项目 男生 女生 本科生 大专生 高中生 法学专业

数量／人 ７９０ ４５ ２７９ ４０５ １５１ ２４９

比例／％ ９４．６ ５．４ ３３．４ ４８．５ １８．１ ２９．８

表１显示：２００９年，我校共计招录改制学生８３５人，
其中男生７９０人，占总数的９４．６％，女生４５人，占总数的
５．４％；本科生２７９人，占总数的３３．４％，大专生４０５人，占
总数的４８．５％，高中生１５１人，占总数的１８．１％；法学专
业（含公安专业）毕业生２４９人，占总数的２９．８％。依据
相关规定，这类学生在公安院校接受两年公安教育后，将

全部走上公安工作岗位。

根据改制学生培养方案，改制学生培养教育的课程

结构应设置３个课程平台和７个课程模块：一是通识课平
台，包括警察职业素养模块、法律基本知识模块和警务基

本技能模块；二是专业课平台，包括专业基础课模块和专

业主干课模块；三是素质拓展课平台，包括选修课模块和

讲座模块。公安法制基础正是改制生培养教育课程设置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２９
基金项目：２０１０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公安法制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４６８）
作者简介：姜方利（１９７３－），男，湖南武冈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法学教学与研究。



第１期 姜方利：“公安法制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的构建

中“法律基本知识模块”的重要课程，也是改制学生入校

第一学期就必须接受的法制教育课程。

第二大类：高考生源的公安专业学生。这类学生在

公安院校接受４年的公安教育，通过公安系统公务员考
试后，相当比例的学生会参加公安实践工作。根据公安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公安专业课程设置包括６大模块：一
是思想政治素质课程模块，二是实用法律素质模块，三是

现代基础素质课程模块，四是警务技能素质课程模块，五

是公安业务基础素质课程模块，六是专业素质课程模块。

公安法制基础是第二大模块即实用法律素质模块中的重

要课程。

综上所述，公安工作切实要求作为公安队伍源头的

改制生和高考生源公安专业学生必须掌握公安法制知

识，树立公安法治理念，并能在公安工作实践中加以运

用。但现实情况却是，进入公安院校以前，改制生接受过

公安法制教育的比例不高（低于３０％），高考生源的公安
专业学生根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公安法制教育。而公安

法制基础的教学正是能够使学生切实掌握公安法制知识

和树立公安法制理念的重要课程。因此，公安法制基础

课程的教学直接影响着上述两类学生法制知识的积累和

法治观念的形成，也必将对他们以后执法的水平和能力

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公安法制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应当包含法

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法治理念的教育。笔者建议，该课程

教学的第一部分内容可以设计为“法与法治”，具体如下：

第一讲：古代、近代法制介绍。主要介绍中国法制从

夏朝到清朝的发展演变历程，使广大青年学生了解古代、

近代法制的基本概况，掌握法制演变的基本规律，即由繁

至简，由酷变宽，由重到轻，由践踏人性到维护尊严，由奉

行等级特权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１］。

第二讲：法的概念、特征、本质、要素。主要介绍法、

法律的由来及含义，法的四个基本特征，法的三级本质

（即初级本质———国家意志性，二级本质———阶级意志

性，终极本质———物质制约性），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以

及它们的区别。使广大青年学生了解基本法律理论知

识，为树立法治观念奠定基础［２］。

第三讲：法的价值、作用。主要介绍法的秩序价值、

平等价值、效率价值和自由价值，法的规范作用与社会作

用。使广大青年学生理解法律包含的丰富价值内涵以及

对人、对社会的重大功用［３］。

第四讲：法治。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主要介绍法治

的丰富内涵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措施和步骤。

使广大青年学生全面深入理解法治的精髓，认识到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为此努力付出［４］。

２　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要求决定着开展
权力观教育、人权观教育、程序正当理念教育

的重要性
目前，公安法制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立足民生警务，以“规范执法、促进和谐”为总要求，

着眼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以全面提高公安机关的

执法能力和执法公信力为目标，以大力解决人民群众最

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执法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全力推进执

法规范化建设，把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总要求贯

穿于公安执法活动的全过程，不断提高公安民警执法素

养和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确保严格、公正、

文明、理性执法。

显而易见，公安法制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应当包含权

力观、人权观、程序正当理念等观念和理念的教育。笔者

建议，该课程教学的第二部分内容可以设计为“执法规范

化”，具体如下：

第一讲：正确对待权力。主要介绍权力的概念，权力

的来源，权力的配置，权力的行使，权力的监督，权力的出

轨等内容。使广大青年学生清楚地认识权力的概念，“权

为民所赋”，权力的配置要科学，权力的行使要有度，权力

的运行要有序，权力的监督要有效，权力的出轨必问责，

从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第二讲：切实保障人权。主要介绍以人为本的思维

方式和思想方法，人权的基本概念及发展历程，人权侵害

及其防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等内容。使广大青年学生

树立浓厚的人权保障意识，杜绝在执法工作中侵犯人权

的行为。

第三讲：严格遵循程序。主要介绍程序的概念，程序

正当的重要作用，程序失当的严重危害。使广大青年学

生树立程序正当的法治意识，杜绝在执法工作中抛弃程

序随意行事的行为。

第四讲：国外经验借鉴。主要介绍英国、法国、澳大

利亚等国在公安执法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科学理念和

有效举措。使广大青年学生拓展视野，学习他人长处以

指导公安执法实践工作，做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

执法。

３　规范化执法需要全面了解公安机关法制室
工作
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党和国家对公安执法工作的一贯

要求，是公安机关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渠道，是完成公安

工作新任务的突破口，是实现公安工作总要求的关键点，

是推动公安事业发展壮大的大方向。

执法者务必首先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岗位职责和

工作要求以及具体工作的思路和流程，这是执法规范化

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公安法制基础的课程教学还应

包括上述内容，具体如下：

第一讲：法制室工作职责。

第二讲：法制室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主要包括主

任、副主任、内勤、刑事案件审核岗位、行政案件审核岗

位、劳动教养案件审核岗位的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

第三讲：法制室工作流程。主要介绍刑事案件审核、

行政案件审核、劳动教养案件审核呈报、信访工作、组织

听证、办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和执法监

督等工作流程。

４　结　语
作为学生培养教育课程设置中的重要课程，公安法

制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的构建显得非常必要，非常急迫，直

接决定教育培养的质量。将该课程教学内容设计为三方

面内容，即法学基本理论知识、执法规范化教育以及法制

室工作介绍，不仅使广大青年学生理解一定的法学知识

和公安工作基本知识，更能使其辨明是非，树立正确的权

力观、人权观、程序观，真正实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

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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