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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法》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16701 总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名称 监察法

课程英文名称 The Supervision Law

适用专业 法学

先修课程 无

开课部门 文法学院法律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选修课。主要讲授监察权运作和监察制度构建的基本原

理；中西监察制度历史发展的学理性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检监察体制的沿

革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有关监察机关及其职责、监察权限、监

察范围、监察管辖、监察程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等，

引导学生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来全面认识和把握监察原理、监察制度及监察法。

课程目标 1：学生应掌握监察法学的基本知识体系。

课程目标 2：学生应能运用监察法相关理论和知识来认知、分析具体实践。

课程思政目标：通过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及对中国纪检监察的理论和实践予

以学习，一方面把握习近平依规治党、依法治国思想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具体

掌握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实践。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导论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监察法概述

第二节 监察法渊源

第三节 监察法原则

思政元素：依法治国、依宪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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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监察法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掌握监察法的渊源与原则。

2.监察法的历史与发展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域外监察法的历史与发展

第二节 我国监察法的历史与发展

思政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监察理论和实践。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域外的监察制度和模式；掌握古代中国、民国时期的监察法；掌握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监察法。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检监察体制的沿革与发展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的成立与发展

第二节 党的纪检体制与国家监察体制之间的共生互动

思政元素：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与发展。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发展历史；掌握党的纪检检查机关的职权和任务；

掌握党的纪检检查机关和国家监察机关之间的关系。

4.监察机关和监察范围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监察体制

第二节 监察机关和监察官

第三节 监察对象

思政元素：以人为本，全面保障私权。

教学基本要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掌握监察体制；掌握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掌握何为监察官；掌握监察对象

的范围。

5.监察权限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监察权限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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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监督检查

第三节 监察调查

第四节 监察处置

思政元素：纪严于法、纪在法前。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监督检查的内容和范围；掌握监察调查的内容和范围；掌握监察处置的

内容和范围。

6.监察程序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监察程序概述

第二节 监察程序

第三节 问题线索管理和处置程序

第四节 立案、调查、留置、处置程序

思政元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实践。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监督程序；掌握问题线索管理和处置程序；掌握立案、调查、留置、处

置程序。

7.监察监督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监察监督

第二节 监察救济

第三节 监察法律责任

思政元素：纪法衔接、纪法贯通。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监察监督；掌握监察救济、法律责任。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体制的构建和发展

思政元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党的纪律的相关论述。

教学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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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践；掌握国家监察体制的构建和发展。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导论 4 4

2.监察法的历史与发展 4 4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检监察体制的沿

革与发展

4 4

4.监察机关和监察范围 4 4

5.监察权限 4 4

6.监察程序 4 4

7.监察监督 4 4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制改革的具

体实践

4 4

合 计 32 32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课堂教学中将结合所学内容穿插一些实际案例和课堂讨论，引导学生运用法

学理论、法律规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理论教学中，将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配合授课内容制作幻灯片，插入音频或视频，加强课堂的生动性，帮助学生理解

相关理论和知识。还将利用雨课堂答题等方式增加课堂的互动性，并提升课堂沟

通效率。此外，还可以针对外专业学生学习法学课程的特点，指导学生收集资料，

组织开展课堂情景剧演示等，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并

达成思政目标。通过讲授和互动的方式，将各章节的相关思政要求和内容予以具

体执行，同时，采取实践参与的手段，推动学生将相关思政内容践行到日常生活

当中。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监察法学教程》，秦前红主编，法律出版社，2019 年 5 月，ISBN：

978751973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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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资料

（1）《监察法学》，马怀德主编，人民出版社，2019 年 11 月，ISBN：

9787010203225。

（2）《中国监察法学》，江国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 8 月，

ISBN：9787562084518。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总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个部分，平时成绩占 30%，

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其中，平时成绩由课堂出勤率、课堂回答问题表现及随堂

测验三部分构成，各自比例为 50%、30%及 20%。期末考试根据具体情况，来选取

开卷、闭卷或论文考核等多种考试方式，其目的在于依照客观状况来多元化、整

体化的把握学生对知识点的认识和理解。其中，日常课堂回答问题和随堂测验将

侧重学科知识同思政内容之间的双向结合及互动应用，凸出学生对专业知识中思

政内容的活学活用和准确理解。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本大纲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每届学生情况不同、当年学界研究及立法情况不

同、法学本科专业课教学手段、方法等变化，任课教师可以做出适当调整。

大纲执笔人：邵晖

大纲审核人：刘叶深

开课系主任：王海桥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袁凤识

制（修）订日期：2021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