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院 2025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课程认定及成绩计算细则

一、实施范围

2025年毕业的全日制在籍本科生

二、推免工作“课程认定及成绩计算细则”工作组

组长：郭德忠

副组长：马晓龙、韩君玲、张锋

组员：党莹、杨佳美、韦啸林

三、法学专业课程认定和成绩计算细则

（一）法学专业

1. 成绩计算细则

纳入成绩计算范围的学习成绩按学生课程考核平均学

分绩计算，满分为 100分，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课程平均学分绩 =

其中，公式中的“课程学分”是指 2021 级法学专业培

养计划中规定的前六个学期开设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

规定学分。“课程成绩”指纳入计算的课程第一次正常考试

之成绩（按要求申请课程缓考后，参加首次补考、重考、重

修也为第一次正常考试成绩纳入计算；体育课允许重复选课，

课程代码相同的体育课非第一次但正常考试成绩纳入计算，



但在同一门体育课程上最多获得 1学分，已在该门课程获得

1学分后再次选修该课程则不再计算学分和成绩）；必修课、

选修课不及格成绩按 0分计算，其中中共党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为按要求开设的选择性必修课程，不及格课程也按 0分

计算；课程成绩评定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时，根据

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课程成绩五级评分制与

百分评分制对应关系，依次按 95分、85分、75分、65分、

0分折算后纳入计算；国家大学英语四级成绩不参与计算；

校公选课不及格成绩不参与计算；学生参加交流学习期间所

获得的学分不参与计算。

2. 纳入计算的课程信息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 100930004
大学生心理素质发

展
0 49 100230004 知识产权法 3

2 100270024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0 10023002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3

3 1002700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51 100230074 法律职业伦理 1

4 100980003 军事理论 2 52 100230012
经济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反垄断法）
3

5 100980004 军事技能 2 53 100230084 国际私法（双语） 3

6
100245103
100245104

跨文化英语交流 I-II 4 54 102230009 国际经济法（双语） 3

7 100270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5 100230082 信息网络法概论 2
8 100070004 计算机基础 3 56 100230081 数据法学 2
9 100223102 创新创业教育 2 57 100230064 人工智能法 2

10 10027002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3 58 100230045 个人信息保护法 2

11 1002700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概论
3 59 100230026 民商法案例研习 2

12 100270005 社会实践 2 60 100230048 亲属继承法 2
13 100320001 体育 I-VI 2 61 100230028 刑法案例研习 2



-10032000
4

14
100270014

-
100270019

形势与政策 I-VI 1.5 62 100230039 环境法案例研习 2

15 / 思政限选课 1或 2 63 100230049 国家安全法 2
16 / 素质教育选修课 8 64 100230077 宪法案例研习 2

17 100610005 专业导论（经济学） 0 65 102230040
美国侵权法概论（双

语）
2

18 100610006
专业导论（社会工

作）
0 66 102230008

外层空间法（含模拟

法庭）（双语）
2

19 100610007 专业导论（法学） 0 67 102230005
英美法律制度导论

（双语）
2

20 100220004 学术写作与训练 2 68 100230031 破产法 2

21 100220005 中文写作与沟通 2 69 100230033
非诉讼纠纷解决程

序
2

22 100220006 逻辑学 2 70 100230035 金融保险法 2
23 100220102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 2 71 100230036 信托法 2
24 100270011 中国哲学思想经典 2 72 100230037 犯罪学 2
25 100220032 西方哲学思想经典 2 73 100230038 民事强制执行法 2

26 100230076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

论
2 74 100230060 国际组织法 2

27 100221272 经济学原理 3 75 100230056 法律英语 2
28 100222101 社会学概论 3 76 100230068 刑事政策学 2
29 103230072 法理学（研究型） 3 77 100230071 人格权法 2
30 100221101 政治经济学 I 3 78 101230003 证据法学（全英文） 2
31 100221206 金融学 3 79 102230001 比较法学（双语） 2
32 103230004 民法总论（研究型） 3 80 100230061 国防科技法 2

33 103230001
中国法律史（研究

型）
3 81 102230043 海商法(双语） 2

34 100222208
社会工作与社会发

展
3 82 102230049

美国知识产权法（双

语）
2

35 100222206 心理学与生活 3 83 102230002 国际环境法（双语） 2

36 103230005 刑法总论(研究型) 3 84 102230003
国际公法案例研习

（双语）
2

37 100230007 物权法 3 85 102230004
国际民商事争议解

决（双语）
2

38 100230008 债权法 3 86 100230073 税法 2

39 100230010 商法 3 87 100230029
知识产权法案例研

习
2

40 100230011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
3 88 100230042 票据法 2

41 103230003 宪法（研究型） 3 89 100230044 劳动合同法 2



42
100230014
100230066

专业实习 I-II 8 90 103230045 立法学（研究型） 2

43 100230006 民事诉讼法 3 91 103230047 法律方法（研究型） 2
44 100230017 侵权责任法 3 92 100230062 国际商事仲裁 2
45 102230018 国际公法（双语） 3 93 100230059 法学经典选读 2
46 10023001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3 94 100230069 刑事侦查学 2
47 100230032 刑法分论 3 95 100230053 法律诊所 2
48 100230003 刑事诉讼法 3

备注：体育课、思政限选课、素质教育选修课、专业选修课，

学生实际选课超出基本学分要求的课程，第一次正常考试成

绩也纳入计算。

3. 不纳入计算的课程信息及原因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原因

1
100172101
100172201

微积分 A (I 、II) 12
学生在第二学期可自主修读，经济学专业必

修，法学专业，不作要求。2
100172102
100172202

微积分 B( I 、II) 8

3 100171021 微积分 C I 4

4 / / /
转专业学生的原专业非 2021级法学专业培养

计划中课程不纳入计算

（二）“法学-人工智能”双学士学位专业

1. 成绩计算细则

纳入成绩计算范围的学习成绩按学生课程考核平均学

分绩计算，满分为 100分，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课程平均学分绩 =

其中，公式中的“课程学分”是指 2021级“法学-人工智能”

双学士学位专业培养计划中规定的前六个学期开设的必修



课程和选修课程的规定学分。“课程成绩”指纳入计算的课

程第一次正常考试之成绩（按要求申请课程缓考后，参加首

次补考、重考、重修也为第一次正常考试成绩纳入计算；体

育课允许重复选课，课程代码相同的体育课非第一次但正常

考试成绩纳入计算，但在同一门体育课程上最多获得 1学分，

已在该门课程获得 1学分后再次选修该课程则不再计算学分

和成绩）；必修课、选修课不及格成绩按 0分计算，其中中

共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按要求开设的选择性必修课程，

不及格课程也按 0分计算；课程成绩评定为优、良、中、及

格、不及格时，根据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课程

成绩五级评分制与百分评分制对应关系，依次按 95 分、85

分、75分、65分、0分折算后纳入计算；国家大学英语四级

成绩不参与计算；校公选课不及格成绩不参与计算；学生参

加交流学习期间所获得的学分不参与计算。

2. 纳入计算的课程信息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 100930004
大学生心理素质发

展
0 56 100230031 破产法 2

2 100270024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7 100230033
非诉讼纠纷解决程

序
2

3 1002700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58 100230035 金融保险法 2

4 10027001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9 100230036 信托法 2

5 10027002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3 60 100230037 犯罪学 2

6 1002700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概论
3 61 100230038 民事强制执行法 2



7 / 思政限选课 1或 2 62 100230060 国际组织法 2
8 100270005 社会实践 2 63 100230056 法律英语 2
9 100980003 军事理论 2 64 100230068 刑事政策学 2
10 100980004 军事技能 2 65 100230071 人格权法 2

11
100320001
-10032000

4
体育 I-VI 2 66 101230003 证据法学（全英文） 2

12
100270014
-10027001

9
形势与政策 I-VI 1.5 67 102230001 比较法学（双语） 2

13 / 素质教育选修课 8 68 100230061 国防科技法 2

14 100245205 学术用途英语一级 3 69 100230012
经济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反垄断法）
3

15 100245206 学术用途英语二级 3 70 102230009 国际经济法（双语） 3
16 100070004 计算机基础 3 71 102230043 海商法(双语） 2

17
100172102
100172202

微积分 B( I、II) 8 72 102230049
美国知识产权法（双

语）
2

18 100172002 线性代数 B 3 73 102230002 国际环境法（双语） 2

19 1001720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74 102230003
国际公法案例研习

（双语）
2

20 100081042 离散数学 4 75 102230004
国际民商事争议解

决（双语）
2

21 103230072 法理学（研究型） 3 76 100230073 税法 2

22 100230076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

论
2 77 100230029

知识产权法案例研

习
2

23 103230004 民法总论（研究型） 3 78 100230042 票据法 2

24 103230001
中国法律史（研究

型）
3 79 100230044 劳动合同法 2

25 103230005 刑法总论（研究型） 3 80 103230045 立法学（研究型） 2
26 100230007 物权法 3 81 103230047 法律方法（研究型） 2
27 100230008 债权法 3 82 100230062 国际商事仲裁 2
28 100230010 商法 3 83 100230059 法学经典选读 2

29 100230011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
3 84 100230069 刑事侦查学 2

30 103230003 宪法（研究型） 3 85 100230053 法律诊所 2
31 100230079 专业实习 I 2 86 100070006 C语言程序设计 3

32 100230080 专业实习 II 4 87 100071015
数据结构与算法设

计
5

33 100230017 侵权责任法 3 88 100074313 人工智能导论 2
34 102230018 国际公法（双语） 3 89 100071007 操作系统 3
35 100230032 刑法分论 3 90 100074307 数据库原理 2
36 10023001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3 91 100074309 人工智能 3
37 100230003 刑事诉讼法 3 92 100074342 大数据基础与应用 2



38 100230004 知识产权法 3 93 100074343 机器学习与实践 4

39 100230074 法律职业伦理 1 94 100074344
自然语言处理与实

践
4

40 10023002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3 95 100070020 Java语言程序设计 1

41 100230006 民事诉讼法 3 96 100070019
Python语言程序设

计
1

42 100230084 国际私法（双语） 3 97 100072107
面向对象技术与方

法
2.5

43 100230082 信息网络法概论 2 98 100074702 最优化方法 2
44 100230081 数据法学 2 99 100076215 语音识别与合成 2
45 100230064 人工智能法 2 100 100074322 数字图像处理 2
46 100230045 个人信息保护法 2 101 100074323 认知神经科学 2
47 100230026 民商法案例研习 2 102 100074326 强化学习 2
48 100230048 亲属继承法 2 103 100076211 算法博弈论 2
49 100230028 刑法案例研习 2 104 100071011 计算机网络 3
50 100230039 环境法案例研习 2 105 100074328 文本挖掘 2
51 100230049 国家安全法 2 106 100074330 模式识别 2
52 100230077 宪法案例研习 2 107 100074332 人机交互 2

53 102230040
美国侵权法概论（双

语）
2 108 100074407 知识工程 2

54 102230008
外层空间法（含模拟

法庭）（双语）
2 109 100074604 计算摄像学 2

55 102230005
英美法律制度导论

（双语）
2 110 100076219 智能计算工程实践 2

备注：体育课、思政限选课、素质教育选修课、专业选修课，

学生实际选课超出基本学分要求的课程，第一次正常考试成

绩也纳入计算。

3. 不纳入计算的课程信息及原因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原因

1 / / /
转专业学生的原专业非 2021级“法学-人工智能”

双学士学位专业培养计划中课程不纳入计算

四、公示

公示方式：法学院官方网站

公示时间：2024 年 8 月 14 日－2024 年 8 月 20 日（不



少于 5个工作日）

五、申诉

对“课程认定及成绩计算细则”有异议者，可在学院公示

期内向本学院“课程认定及成绩计算细则”工作组提出书面申

诉，工作组将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

联系邮箱：yangjiamei1@126.com

联系电话：（010）81381017-8003

办公室：良乡东校区 文萃楼 J（原文三楼）207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2024年 8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