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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编    写】 江登琴                     【审    核】陈新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课程学时】 68 

【开课学期】 第2学期                    【实验学时】 3 

【授课专业】 法学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宪法学在大学法学专业本科的培养方案中是专业基础课，就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而言，

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概括性。但是作为研究宪法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研究的是“权力限制

与权利保障之法”，宪法学中的许多内容和知识点亦可以通过演示、模拟等手段进行试验。

将相关内容或知识点进行试验，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宪法学课程与内容的理解，实现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通过基本技能与方法的训练，也有利于其今后走上工作岗

位从事法律事务能更为迅速、熟练的运用。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试验教学在宪法学知识体系中诸多内容都可开展，如涉及到宪法产生发展的宪法制定、

宪法修改、宪法解释，涉及到公民权利保障的途径以及宪法监督的有效运转，涉及到国家正

常有效运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以及我国独具特色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制度

运作、程序要求等。根据具体教学计划与安排，授课教师择取其中的知识点进行试验教学，

通过试验教学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 加深学生对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 

2、 理解宪法制度的制度运作以及具体程序； 

3、 培养学生的宪法理念与宪法意识，使其领会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在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上的影响与意义。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 宪法修改的程序 

1．预习要求：要求学生阅读宪法教材上关于宪法修改方面的内容，并认真阅读我国现

行宪法中关于宪法修改程序的相关规定，分辨宪法修改与普通法律修改程序上的区别。 

2．试验目的： 

（1）了解关于宪法修改的一般程序； 

（2）熟知我国宪法修改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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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宪法修改的各个环节，并深刻理解其作为根本法在修改程序的反映。 

3．试验内容及要求： 

（1）提案程序； 

（2）先决投票程序和公布修宪草案的程序； 

（3）宪法修正案的通过程序； 

（4）宪法修正案的公布程序。 

根据试验内容及要求的具体步骤逐步进行，并结合试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个人对试

验过程的感受，写出试验报告。试验报告要求包括试验目的、试验内容、试验步骤、试验结

果、问题总结与试验心得等内容。通过试验，学生不仅要了解关于宪法修改的一般程序，而

且要根据我国宪法第64条的规定，深刻理解我国现行宪法对宪法修改的提案主体、通过主体

的规定。 

[法条链接] 

宪法第64条：“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法

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4．试验时间：1学时 

 

   试验项目二：由“齐玉苓案”看宪法适用 

1．预习要求：认真阅读齐玉苓案的案情概要以及社会对该案的评价，并结合宪法教材

中关于宪法的司法适用、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等相关内容进行初步思考。 

2．试验目的： 

（1）理解齐玉苓一案对于宪法在司法适用中的影响； 

（2）明确民事权利与基本权利之间的界分； 

（3）了解在我国宪政体制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地位及职权。 

3．试验内容及要求： 

被媒体誉为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的这起案件，在宪法学试验教学中的确有许多可供

试验之处。可以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要求进行角色转换，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结

合自己所学的宪法学理论与知识，做出自己的判断。 

（）作为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原告齐玉苓的权利该如何主张，被告陈晓琪该如何抗辩； 

（）作为审理案件的法官，该如何做出判决，是否要引用宪法中的受教育权； 

（）作为一名法学专家，对最高法院的批复是否合理，该做出怎样的判断与评价。 

根据试验内容特别是学生所扮演的角色，并结合试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个人的试验

感受，写出试验报告。试验报告要求包括试验目的、试验内容、试验步骤、试验结果、问题

总结与试验心得等内容。通过试验，学生不仅要了解这起案件的概要，而且结合相关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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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与知识，客观、全面地评价该案在我国宪法实施中的意义与影响。 

[案件链接]  

齐玉苓、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学生。在1990年的中专考试中，齐玉苓被山

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陈晓琪预考被淘汰，但在陈父——原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一手

策划下，从滕州市八中领取了济宁市商业学校给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入学就读，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银行山东省滕州支行工作。1999年1月29日，得知真相的齐玉苓以侵害其

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陈晓琪、济宁市商业学校、滕州市第八中学和滕州市教委告上法

庭，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  

同年，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赔偿精神损失

费3.5万元，并认定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受教育权不能成立。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期间，围绕陈晓琪等的行为是否侵害了上诉人的受教育权问题，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

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做出《关于以侵犯姓名

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认定“陈

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

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4．试验时间：1学时 

 

   试验项目三： 村民会议的提议、召开与决定事项 

1．预习要求：要求学生阅读宪法学教材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一章的内容，并结

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了解村民会议的提议、召开以及所决定的事项的具体规定。 

2．试验目的： 

（1）理解村民会议对于实现基层群众自治的意义； 

（2）掌握村民会议的提议、召开以及表决的一般程序； 

（3）明确村民会议的职权，即所要讨论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具体事项。 

3．试验内容及要求： 

（1）要求召集村民会议的提议； 

（2）召开村民会议的人数要求； 

（3）村民会议的讨论决定事项； 

（4）村民会议决定的通过。 

根据试验内容及要求的具体步骤逐步进行，并结合试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个人对试

验过程的感受，写出试验报告。试验报告要包括试验目的、试验内容、试验步骤、试验结果、

问题总结与试验心得等内容。通过试验，学生不仅要了解村民会议的提议、召开、讨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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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通过决定的一般程序，而且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村民群众自治的最高组织形式――

村民会议对于实现村务公开、保障村民自治权的重要意义。 

[法条链接] 

 宪法第 111 条：“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17 条：“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召开村

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

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必要的时候，可以邀请驻在本村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群众组织派代表列席村民会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18 条：“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

每年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

集。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19 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

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二）本村

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办学校、

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

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

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0 条：“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

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4．试验时间：1学时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试验项目名称 学时 要求 类型 主要设备 实验室 

1 宪法修改的程序 1 必做 演示 计算机 法学实验室 

2 由“齐玉苓案”看宪法适用 1 必做 综合  法学实验室 

3 村民会议的提议、召开与决定事

项 

1 必做 模拟  法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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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实验课程单独考核并记载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2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刘茂林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参考书及法律文件： 

（1） 胡锦光、韩大元著：《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