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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大学的法律院系陆续开始开设各种形式和内容的人权法课程。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现在开设人权法课程的院校已经有几十所，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和教师有愿望
、兴趣或计划开设人权法课程。
因此，人权法教学在我国大学的法律院系中呈蓬勃发展的态势。
我国大学法律院系的人权法教学至今的发展有两个需要考虑的方面：首先，已经开设了人权法课程的
院校和教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今后开设类似课程的院校和教师借鉴，需要加以
整理和交流；其次，我国大学法律院系的人权法教学目前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很难说在我国已经建立
了人权法教学的成熟体系，或者存在着这方面的权威认识和做法，在这一领域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和困难。
只有认真地思考和仔细地研究这些问题和困难并经常进行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大学法律院系中
的人权法教学。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以及考虑到“人权入宪”的最新发展，将人权法课程纳人法学教育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瑞典伦德大学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和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在长春合作
主办了“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大学人权法教学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我国大学法律院系开展人权法教学的经验，交流有关人权法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和解决的方式，提出加强人权法教学的建议和措施，以及探询在开设人权法课程的学校和教师
之间建立交流机制的可能性。
　　在研讨会上，来自全国2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9位人权法教师就我国人权法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人权法教学的内容与体系、人权法教学中理论和规则及实践的结合与平衡、人权法教学的方法、人权
法教学的教材与教学资料、人权法教学的师资建设、加强人权法教学所需措施、人权法教学的前景与
展望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来自罗尔·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的项目官员还介绍了在我国开展人权法远程教育的可能性与可
行性以及该研究所在促进人权法教学活动方面的规划。
与会者普遍认为，研讨会上的讨论和交流非常具有启发性，对于促进我国大学的人权法教学有非常积
极的作用；还认为这样的研讨会应定期召开，以便人权法教师能有更多互相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更好
地促进人权法的教学活动，并吸引更多的院校和教师开设人权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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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写入宪法，人权话语从理论形态转入法定形态。
而人权法教育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一环，也是基础性的环节。
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了人权法课程，有关人权法的教科书也相继问世。
作为法学教育领域的一门新兴的学科，人权法教学在实践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
本书的作者都是从事人权法教学的一线教师，他们对这些新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完
善人权法教学的定位与内容，提高人权法教学的质量。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从事人权法教学的教师阅读参考，对从事教育理论、部门法教学及研究的
人员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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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世彦，法学博士（1999）。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公法研究室主任。
曾经在吉林大学、隆德大学任教。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人权法、国际法基本理论、人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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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论中国大学的人权法教学（代序）前言关于中国高校人权法教学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的思考关于
国内人权法教学的几点思考人权法学是独立的部门法学人权法教学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探讨人权
法课程开设的几个问题人权法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及平衡点人权法教学的定位与定向思考人权
法教学的层次与方式关于人权法学教学若干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研究生人权法课程的基本内容及教学认
识关于国际人权法教学之定性和定位之我见非法学专业本科生人权法教学的内容与方法承传与创新：
人权法教学中的省思人权法教学内容体系之探讨我国大学法律院系中的人权法教学：现状、问题与思
考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开展人权法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大学在我国人权教育中的作用中国传媒大学的
人权教育实践如何在人权法教学中增强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面向部门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国际人权法教
学北欧人权研究机构与中国的人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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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权法课程内容不仅仅讲授已经被法律规范所确认的人权，更多强调的是超越法律规则本身规范
的规则，包括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所需要的、能够被普遍伦理道德观念所接受的人权内容。
对于已经习惯接受具体法律制度的部门法学习方法的学生而言，学习人权法的兴趣和吸引力可能不如
其他诸如民商类、刑事法类、程序法类的选修课，因此，在教学上应采取多样性的方法来实现设置本
课程的目的。
　　在人权法的讲授中应十分注重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建立纸质、声音、电子、网络等多
种媒体构成的立体化教学载体。
在多媒体教学方面，本课程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网上提供资料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资料的选用方面，可以适当选择能够震撼人心或者具有典型性的事例和案例，激起学生对人权的关
注和参与的热情，使其积极参与到争取人权、保护自己的人权甚至积极为他人人权提供帮助的活动中
。
　　除了课堂讲授、利用学校网络资源等途径外，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参与到人权理念的宣传与实践
中去，使学生在接受人权理念教育的同时，感受人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程度。
例如，通过法律援助中心或者学生自行组织，为社会（包括为周边学校和社区）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制
宣传，或者进行田野调查，调研人权意识程度、人权保障状态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也可以宣传诸如
婚姻法、选举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义务教育法、宗教管理条例等法律规范的内容，达到使学生树立
并增强权利意识、人权意识，学会通过各种有效的法律途径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人权的目的。
　　由于人权法是一门新开设的选修课，教师在教学参考资料方面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收集典
型案例和事例，收集人权法的相关法规、论文资料、会议资料、音像资料，研究人权法的学术科研机
构的信息，等等，为学生提供相关参考资料的清单，以保证人权法的讲授效果和讲授目的的实现。
　　综上所述，作为人权法课程组成部分的国内人权法的内容设计，应突出其部门法的独特性；在教
学效果方面，教师应从正面引导学生，既要正确认识我国在人权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又要客观对待我
国的人权状况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的差异，使学生树立对人权现状的积极态度而非消极态度，并积极
思考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时，在教学中还应注重激发学生主动接受课程内容。
国内人权法的内容的讲授应注重实践性和针对性。
教师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包括采取纵向与横向比较的教学方法、对案例和事例进行分析的教
学方法等；教师还应采取理性态度讲授教学内容，并要求和督促学生通过课外的调查和体验感性认识
人权现状，进而逐步吸收人权法课程内容，达到人权法的教学目的。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大学的人权法教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