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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编    写】 李修琼                        【审    核】杨勇萍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                      【课程学时】 68 
【开课学期】 5学期                         【实验学时】 7 
【授课专业】 法学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实验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重要教学环节，通过不同形式的模拟和设计性实

验教学环节，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巩固其在课堂上所学书本知识，

加深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的理解，掌握从事行政执法与

行政诉讼审判工作中的基本方法，并运用相关理论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同时，通过实践教学

活动，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培养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1、理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理 

2、掌握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的基本程序要求 

3、了解行政诉讼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流程 

4、掌握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处理具体行政案件的方法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行政立法模拟演练 

 

1、 预习要求：阅读“抽象行政行为”相关章节的内容 

2、 实验目的： 

（1） 了解行政立法的基本原理与要求 

（2） 理解掌握行政立法的操作程序和后续社会评价 

3、 实验内容及要求： 

（1）行政立法的制定程序。要求了解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立法权限范

围，以及从立项、起草、拟定、审查、决定和公布的制定程序。 

（2）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与后续评价。了解行政立法过程中以及立法完成后对立法行为的监

督与评价，以及对行政立法的撤销、变更等情形。 

4、 实验时间：1学时 

 

实验项目二：行政征收、征用模拟演练 

 

1、预习要求：阅读“行政征收、征用”的相关内容。 

2、 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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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价值与意义，对公民私人财产权保障的必要性。 

（2）了解并掌握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操作流程，理解行政征收与征用中的公益与私益的

关系。 

3、 实验内容及要求： 

（1）行政征收过程模拟。了解并掌握行政征收行为的必要性，以及在具体实施中的操作流

程，正确理解公益需要与私益保护。 

（2）行政征用过程模拟。了解行政征用的实施条件、实施程序，以及征用的补偿标准与流

程。 

4、 实验时间：1学时 

 

实验项目三：行政处罚听证会模拟演练 

 

1、 预习要求：预习“行政处罚”的相关内容 

2、 实验目的： 

（1）了解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与适用意义。 

（2）掌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操作流程与听证结果的法律价值。 

3、 实验内容及要求： 

（1）听证会的组成。了解如何确定行政处罚听证会的主持人、参加人、参与人，正确认识

听证会所应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2）听证会的运作。了解行政处罚听证的运作过程，领会听证程序中的公开、公正、公平

的法律价值，认识到听证笔录的法律意义。 

4、 实验时间：1学时 

 

实验项目四：行政强制模拟演练 

 

1、 预习要求：预习“行政强制”的相关内容 

2、 实验目的： 

（1）了解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时机和过程。 

（2）了解行政强制执行实施的条件和程序。 

3、 实验内容及要求： 

（1）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了解并掌握预防性、制止性等不同类别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时

机和程序要求，明确行政强制措施的意义。 

（2）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了解并掌握间接行政强制执行、直接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条件

与程序，并探索更为有效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4、 实验时间：1学时 

 

实验项目五：行政复议模拟演练 

 

1、预习要求：阅读“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 

2、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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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管辖规定，行政复议机关的组成类型以及复议申请的时效

计算等基本内容。 

（2）了解并掌握行政复议的流程，深刻体会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高效、便民、经

济的特点。同时对复议的公正性和结果的可接受性进行思考，探讨不同模式的复议制度设计

的可能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复议案件的受理。通过具体案件的分组模拟，要求学生掌握可复议案件的甄别，复议

机构的组成，复议机关的选择，申诉时效的计算等基础性知识。 

（2）复议案件的审理。通过具体案件的模拟复议，要求学生掌握复议的全部流程，了解复

议的各种决定类型，探讨行政复议的模式选择。 

4、实验时间：1学时 

 

实验项目六：行政诉讼一审程序模拟演练  

 

1、 预习要求：阅读“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内容。 

2、 实验目的： 

（1）了解行政诉讼活动的基本原理和一审审判活动的运作方式。 

（2）熟悉行政诉讼审判活动的全过程。 

3、实验内容和要求： 

（1）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通过具体案件的模拟演示，要求学生掌握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

范围、受理条件（包括时效、原告资格、管辖条件、复议前置的案件是否经过复议等），对

原告起诉进行是否受理的判断。 

（2）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通过真实案件审理的观摩或具体案件的模拟，使学生掌握行政

诉讼审判程序的全过程，引导学生自行处理在审理程序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激发学生对现有

制度的创新和改造。 

4、实验学时：1学时 

 

 

实验项目七：行政赔偿模拟演练  

 

1、预习要求：阅读“行政赔偿”的相关内容。 

2、实验目的： 

（1）了解行政赔偿案件的基本原理和操作程序。 

（2）了解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的受理、审理和赔偿数额的确定。 

3、 实验内容及要求： 

（1）行政赔偿的行政处理程序。通过具体赔偿案件的审理，了解行政赔偿案件的归责原则、

以及行政赔偿的行政先行处置程序、行政赔偿的范围和标准。 

（2）行政赔偿的司法处理程序。了解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法院、受理标准、审理程序、审

判结果，要求学生对行政赔偿范围、标准等进行探讨，提出创新的观点。 

4、 实验时间：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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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

时 

要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1 行政立法模拟演练 1 必做 基础 计算机、案卷

材料 

模拟法庭 

     2 行政征收、征用模拟演练 1 必做 基础 计算机、案卷

材料 

模拟法庭 

3 行政处罚听证会模拟演练 1 必做 基础 计算机、案卷

材料 

模拟法庭 

4 行政强制模拟演练 1 必做 创新 计算机、案卷

材料 

模拟法庭 

5 行政复议模拟演练 1 必做 综合 计算机、案卷

材料 

模拟法庭 

6 行政诉讼一审程序模拟法庭 1 必做 综合 计算机、案卷

材料 

模拟法庭 

7 行政赔偿模拟演练 1 必做 创新 计算机、案卷

材料 

模拟法庭 

 

五、考核方式 

实验课单独考核并记成绩。实验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占20%的比例。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方世荣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参考书 

⑴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⑵ 《行政处罚研究》，杨小君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 

⑶ 《以案说法——行政诉讼法篇》，胡锦光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⑷ 《行政诉讼法律解释与判例述评》，张步洪等编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七、说明 

由于实验所使用的教材更新速度较快，任课教师可根据当时的情况调整实验中所使用的

教材及相关参考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