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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课程代码：080210012

总 学 时： 48 （理论学时：32 实践学时：16 ）

课程学分： 3

适用专业： 法律事务

使用年级：2019级

课程类型： 专业技能课程

一、课程概述

（一）课程定位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课程是法律事务专业的职业通用能力课程之

一，为专业必修课。本课程是一门社会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课程，重于培养学生

分析和解决劳动法律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在以理论教学为主导，采用法庭模拟、案例演绎等多种教学模式相

结合，让学生主动地学习。

（二）设计思路

1、课程设计理念

本课程打破传统学科课程模式，针对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纠纷进行分析，采

用以案例演绎为导向的课程模式，重新设计了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

本课程通过任务驱动，采用情境教学、角色扮演、讲授法等教学方法在仿真

工作环境中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对涉及理论知识进行讲述，采用集体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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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讲解基础知识、相关法规的规定以及注意事项，然后组织学生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

本课程的设计紧紧围绕教学队伍建设、教学内容建设、教学条件建设、教学

方法与手段建设全面展开，以达到最好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运用劳动法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劳动纠纷问题并

可以运用所学的知识维护个人权益的能力。

2、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充分考虑高职教育“理论够用、着重实践能力”的教学要求，教学内

容上侧重应用性的法律法规；教学方式上以课堂师生互动为主，以大量多媒体教

学为手段，积极开辟网络课堂，学生在课后也能学习。课堂教学中，摒弃传统式

教学方式，采用项目教学法，将课程内容分为 8个版块，每个版块中都有若干个

任务，以完成任务情况来考核学生。引入案例或社会热点问题，教师和学生在课

堂上共同探讨，让学生自己想主动去学相关理论知识。每个版块都有设置一两个

能力训练项目，提高学生独立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个能力训练

项目都有作业布置，所有书面材料最终形成课程产品。

建议课程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开设。

学时数为48学时，3学分。

二、课程目标

总体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我国劳动法学的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知识，理解我劳动法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学会根据《劳动法》与《劳动

合同法》的规定并运用其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劳动争议的问题，并且能够运用相

关法律法规分析和解决实际中的问题。

(一）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1. 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民族情怀。

2. 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能力目标

1、能学会劳动与仲裁的基本制度，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有深入的认识；

2、熟悉劳动法的条文及其它规范，认识到法律规范的重要性；

3、学习并掌握法律实务的一般运作；



3

4、培养实践过程中运用劳动法，提高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知识目标

1、掌握劳动法的基本概念；

2、掌握劳动法的发展历程；

3、掌握劳动合同制度；

4、掌握工资法律制度；

5、掌握劳动安全与卫生法律制度；

6、掌握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法律制度；

7、掌握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8、掌握违反劳动法的责任；

9、掌握社会保障制度；

（四）素质目标

1、具备从事法律实务所需要的严谨务实作风；

2、具备思维灵活、勤奋肯干的职业能力；

3、具备高尚的正义信仰和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

4、具备法律文书的写作技能、法律思维技能和口头表达强等法律服务职业技能；

5、具备敬业爱岗精神，服务于社会的职业道德；

6、具备社交协调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善于与人沟通和交流。

（五）证书目标

1、《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2、《亚伟中文速录技能证》

3、《律师执业资格证》

三、课程内容、教学基本要求及学时安排

序号

课 程 内 容 教 学 要 求

课时
课程模块

（单元）

教 学 课 题

（岗位群项目）
能力要求 知识要求

1 劳动法概述

认识劳动法

及调整对象、

劳动法的地

位、体系、作

了解劳动法的地位与作用

及其体系架构、劳动法的

基本原则、外国的劳动立

法概况、我国不同历史时

掌握劳动法的概念、调整对

象、基本原则的内容管辖

2



4

用及发展历

史

期劳动立法的主要内容、

国际劳动组织的成立与发

展，熟悉我国相关的法律

法规

2

劳动法律关

系

劳动法律关

系的概述、劳

动法律关系

的主体、客

体、内容

初步学会运用本章节的基

本原理分析具体的劳动法

案例

掌握劳动法律关系的各要

素的概念和内容、劳动法律

事实的概念和种类、劳动法

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及消灭

的条件

2

3

劳动合同制

度
劳动合同的

概述、：劳动

合同的内容、

订立、履行与

变更、劳动合

同的终止与

解除

熟悉我国《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掌握劳动合同的概念、特

征、种类、内容、订立、履

行、变更、解除、终止、理

解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的

区别

8+4

（实

践学

时）

4 工资法律制

度

工资法律制

度概述、最低

工资与工资

保障制度

掌握工资分配原则、最低

工资的特征和确定标准、

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理解工资的属性及形式、了

解我国工资制度的产生于

发展，熟悉工资相关的法律

法规的规定

2

5
劳动安全卫

生法律制度

劳动安全卫

生制度的概

述、劳动安全

法律制度

、劳动卫生与

特殊劳动保

护制度

掌握劳动安全卫生的概

念、特征及当事人的权利

与义务、劳动卫生安全管

理的有关制度

理解我国劳动安全卫生的

立法概况、熟悉有关法律法

规

2

6

工作时间与

休息时间法

律制度

工作与休息

时间法律制

度、限制延长

工作时间

掌握工作时间及休息休假

时间的种类、限制延长工

作时间的措施

理解不定时工作时间、综合

工作时间、计件工作时间，

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工

作时间与休假时间的规定。

2

7

劳动争议处

理、保护、

监察制度与

违反劳动法

的责任

有关概述

及法律法规

的规定

掌握劳动争议的概念、分

类、范围、处理的机构、

程序

理解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

的区别、处理的基本原则、

违反劳动法的法律责任的

分类标准、法律责任的形式

8+8

（实

践学

时）

8

社会保障法

编及期末总

复习

社会保险法

律制度

掌握社会保障的概念机特

征、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和

调整对象

理解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

法律地位与作用、了解社会

保障法的产生于发展

6+4

（实

践学

时）

四、课程实施条件

（一）主讲教师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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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学本科，法学学士学位，法学讲师、政工师，从事大学

教学15年。

（二）实践教学基本条件

1、校外实训基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

2、校内实训基地：模拟法庭、法律志愿者服务站、法律诊所
3、社会资源：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兼职教师、客座教授等。

（三）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主辅教材、教学PPT、案例分析

2、校内实训基地
3、校外实习基地

五、教学实施

（一）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1.推荐教材

方莎.李斯怡.《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谢德成.管火明．《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2.主要参考资料

［1］郭捷《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第三版）.法律出版,2016 年版

［2］焦麦青.陈志新.李树成.《劳动法》.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 年版

［3］贾俊玲.《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学》（第二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版社,2012 年版

［4］ 黎建飞《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原理、材料与案例》.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5 年版

［5］徐智华《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1、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中，应结合具体情况综合运用法庭模拟、案例教学法、角色体验

法、分组讨论法、启发引导等方法。

2、教学手段

（1）为了加深学生对劳动法理解，提高学生案件分析能力。可充分利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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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实训基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真实的工作环境，采用旁听、讨论与

案件分析教学方法。

（2）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基地：模拟法庭、法律志愿者服

务站、法律诊所的作用，使教学与实训紧密联系，保持学习内容与实践工作内容

的一致性，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电子书籍、多媒体网络等，拓展学生的相关

知识能力。

（三）教学评价与课程考核

1、教学评价

本专业课程采取集中授课，按平时成绩、期末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学

业进行评价。

2、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办法

（1）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

（2）考核中体现对学生的素质培养。

（3）本课程采用平时作业、课堂提问、结束考评等综合考核方法。考核依

据：平时学习态度，包括出勤情况、上课回答问题、课堂表现、完成作业情况、

测验情况。考核标准：成绩评定按百分制进行，其中平时成绩占40%，期末考试

成绩占60%。平时学习态度，包括出勤情况、上课回答问题、课堂表现、完成作

业情况、测验。

六、其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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