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阳师范学院“专升本”考试

《法理学·宪法学》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

本考试的目的是选拔部分高职高专毕业生升入普通本科高校继续进行相关

专业本科阶段学习，其指导思想是既要有利于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选拔，又要有

利于促进高等学校专业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考试对象为 2021 年参加“专升本”

考试的考生。

《法理学》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学位课程，是学习法学各学科的入

门课，也是各学科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整个法学的课程中它具有意识

形态和方法论的功能。通过《法理学》课程的考核，一是了解和掌握法理学的基

本知识、理论和观点；二是运用法理学有关理论或原理，正确解释和论证某些观

点，明辨是非；三是运用法理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观察、分析或解决社

会现象和实际问题。

《宪法学》是法学专业专升本入学考试中的考试科目，是法学专业基础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认识宪法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我国宪法对国家形式、公民权利义务、选

举制度等具体规范的内容，领会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为学好法学和其它分支学

科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考试方式、时间、题型及比例

1、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2、考试时间：120 分钟

3、考试题型和分值结构：（100 分）

（1）单选题（10 个，每题 1分，共计 10 分）

（2）判断题（5个，每题 2分，共计 10 分）

（3）名词解释（5个，每题 2分，共计 10 分）

（4）简答题（3个，每题 10 分，共计 30 分）

（5）材料分析题（1个，每题 15 分，共计 15 分）

（6）论述题（1个，每题 25 分，共计 25 分）

4、本试卷为法理学、宪法学综合性试卷，其中法理学内容为 50 分，宪法学

内容为 30 分，综合性考查为 20 分。

三、考试范围和内容

《法理学》考核知识及要求

考核知识点 1：导论



法理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中国法理学的性质及其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考核知识点 2：法的概念

法的基本特征；法的本质；法的定义；法的要素。

考核知识点 3：法的历史发展

法的起源；法的质变（历史类型）；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联系与区

别）；法的量变（法的继承、法的移植及法制现代化）。

考核知识点 4：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的概念；法与秩序；法与自由；法与平等；法与人权；法与正义。

考核知识点 5：法的渊源、分类与效力

法的渊源；法的分类（一般分类和特殊分类）；法的效力（时间、空间和对

象效力）；法的效力冲突及其解决原则。

考核知识点 6：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的概念和分类；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法律关系的内容-权利、

义务；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与消灭；法律行为。

考核知识点 7：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释义；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的概念和原则；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和实现方式。

考核知识点 8：中国社会主义法的关系论

法与政治的一般关系；法与经济的一般关系；法与道德的联系；法律意识与

法律文化。

考核知识点 9：法的制定和法律体系

立法的概念和原则；我国的立法体制；立法程序的主要阶段；法律体系的概

念和特点；法律体系的构成要素—法律部门；我国法律部门。

考核知识点 10：法的实施和监督

守法的概念；守法的主体、范围和条件；执法的概念；执法的原则；司法的

概念；司法体系；司法与执法的区别；法律实施监督的概念和原则。

考核知识点 11：法律解释、推理和论证

法律解释的概念、特征、必要性；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法律推理的概念、

分类和原则；法律论证的概念和形式。

考核知识点 12：依法治国论

法治的概念；法治与德治、法制的联系与区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

本要求。

《宪法学》考核知识及要求

考核知识点 1：宪法学基本原理

理解宪法的概念，掌握宪法的分类与渊源，熟悉宪法的制定、解释与修改，



理解宪法的效力和作用。

考核知识点 2：宪法的历史发展

了解宪法的产生与发展，理解中国宪法的历史发展脉络。

考核知识点 3：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了解宪法的指导思想，掌握宪法的基本原则。

考核知识点 4：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

了解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的含义，掌握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

熟悉国家标志。

考核知识点 5：国家基本制度

了解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掌握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考核知识点 6：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理解公民基本权利的含义，掌握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考核知识点 7：国家机构

理解国家机构体系和组织活动原则，掌握我国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等，理

解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考核知识点 8：宪法实施的监督

理解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熟悉我国宪法监督制度。

四、参考书目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第二版），《法理学》编写

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版。

2、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第二版），《宪法学》编写

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版。



衡阳师范学“专升本”考试

《民法学》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

本考试的目的是选拔部分高职高专毕业生升入普通本科高校继续进行相关

专业本科阶段学习，其指导思想是既要有利于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选拔，又要有

利于促进高等学校专业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考试对象为 2021 年参加“专升本”

考试的考生。

《民法学》课程是法学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本课程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

民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能运用民法学基本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考试方式、时间、题型及比例

1、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2、考试时间：120 分钟

3、考试题型和分值结构：（100 分）

（1）单选题（10 个，每题 1分，共计 10 分）

（2）判断题（5个，每题 2分，共计 10 分）

（3）名词解释（5个，每题 2分，共计 10 分）

（4）简答题（3个，每题 10 分，共计 30 分）

（5）案例分析题（1个，每题 15 分，共计 15 分）

（6）论述题（1个，每题 25 分，共计 25 分）

三、考试范围和内容

《民法学》考核知识及要求

(一) 民法总则

1、民法概念、调整对象、民法的性质、民法的适用。(识记)

2、民法的基本原则。(理解)

3、民事法律关系概述：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权利客体。

(理解)

4、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监护;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和住址。(理解)

5、法人概述; 法人的分类;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法人的

设立与登记;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人的终止; 营利法人： 非营利法人： 特别

法人。(理解)

6、非法人组织。(理解)

7、民事权利。(理解)



8、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和形式;意思表示; 附条件与附

期限的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用)

9、代理概述;代理权;代理权的行使;代理行为及其效果;代理权的消灭;无权

代理的效力。(识记)

10、民事责任概述;民事责任的分类;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民事责任的减轻

和免除;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理

解)

11、时效制度。(应用)

12、期间与期日。(理解)

(二)物权编

1、物权的概念、性质与特征;物权的客体;物权的效力;物权的类型。(理解)

2、物权法的含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理解)

3、物权变动。(理解)

4、物权的保护。(理解)

5、所有权概述;征收与征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业主的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理解)

6、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 地役权。(应

用)

7、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应用)

8、占有的效力;占有的保护;准占有。(理解)

(三)合同编(含债权总论)

1、债的概念和特征;债的要素。(识记)

2、债的发生。(理解)

3、债的分类。(理解)

4、债的担保;保证;定金。(应用)

5、合同的概念和特征;合同的分类;合同关系。(识记)

6、合同成立;要约;承诺;合同成立的其他问题;缔约过失责任。(理解)

7、合同的内容和形式。(识记)

8、合同的效力。(应用)

9、合同的履行。(理解)

10、合同的保全。(应用)

11、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应用)

12、合同的终止。(应用)

13、违约责任。(应用)

14、买卖合同的概念、特征;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买卖合同中的风



险负担与利益承受。(应用)

15、赠与合同的概念和特征;赠与合同的效力;赠与的撤销;赠与合同的终止。

(理解)

16、借款合同的概念与特征;借款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理解)

17、租赁合同的概念和特征;租赁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理解)

18、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特征; 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理解)

19、承揽合同的概念、特征以及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理解)

20、建设工程合同。(理解)

21、运输合同的概念、特征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理解)

22、保管合同的概念、特征及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理解)

23、仓储合同的概念、特征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理解)

24、委托合同的概念、特征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理解)

25、行纪合同。(理解)

26、居间合同的概念， 特征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理解)

27、技术合同。(理解)

(四)人格权编

1、人格权概述。(识记)

2、人格权的种类;人格权的民法保护;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理解)

3、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理解)

(五)侵权责任编

1、侵权责任法与侵权行为概述;侵权责任法的调解功能和保护范围;侵权行

为及其形态。(理解)

2、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理解)

3、侵权责任方式;侵权责任竞合与侵权责任并合;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应

用)

4、一般侵权责任类型。(应用)

5、特殊侵权责任类型。(应用)

6、侵权责任形态。(应用)

(六)婚姻家庭编

1、亲属法与亲属关系;亲属法;亲属;亲属身份关系;身份法律行为。(理解)

2、身份权概述;身份权的内容;身份权的行使与消灭。(理解)

3、亲属身份的发生和消灭;结婚;离婚;亲子;收养。(理解)

4、亲属身份关系;配偶权;亲权;亲属权。(理解)

5、亲属财产关系概述; 夫妻共有财产; 家庭共有财产。(理解)

(七)继承编



1、继承法与继承权;继承与继承法;继承法律关系;继承权。(应用)

2、遗产继承;遗嘱继承;法定继承。(应用)

3、遗产与赠与;遗赠;遗赠扶养协议。(识记)

4、遗产处置;遗产处理;共同继承;遗产分割。(应用)

【注】本大纲考核要求中的“识记”“理解”“应用”的具体含义是：

识记：对所列知识要求知道其内容及含义， 并能在有关问题中识别和直接

使用。

理解：对所列知识要求理解其确切含义及与其他知识的联系， 能够进行叙

述和解释。

应用：对所列知识要求能在实际问题的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等过程中

应用。

四、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法学》，《民法学》编写组，人

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