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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 学校代码 11835 

邮政编码 201701 学校网址 www.shupl.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现有本科 

专业数 
25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2455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2423 学校所在省市区 上海市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专任教师 

总数 
540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 

及以上职称教师数 
220 

学校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建校时间 1984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2005 

曾用名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字以内） 

学校始建于 1984 年，历经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上海法律高等专科

学校和上海大学法学院等办学阶段。1993 年起招收普通本科学生，1998 年开

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4 年 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政法学院为独立设

置的普通本科院校。2014 年 11 月，学校划转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管理，由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与上海市司法局共建。 

学校坚持“立足政法、服务上海、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秉承“刻苦求

实、开拓创新”的校训精神，走“以需育特、以特促强”的创新发展之路，努

力培养德法兼修、全面发展，具有宽厚基础、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全球视野

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建立以法学为主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努力创建具有鲜明政法特色的一流应用型大学。 

学校近五年 

专业增设、停招、

撤并情况 

（300字以内） 

2014-2019 学校增设了经济与金融、广播电视学、俄语、税收学、广播电

视编导、监狱学（二学位）、汉语国际教育等 7个本科专业，警务学院的监狱

学（二学位）专业在 2018 年及 2019年停招。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30107TK 专业名称 社区矫正 

学位 法学学士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法学类 专业类代码 0301 

门类 法学 门类代码 03 

所在院系名称 警务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监狱学 2007 年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见附表《相近专业教师基本情况

表》 

相近专业 2 
监狱学（社区矫正方

向） 
2011年开设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见附表《相近专业教师基本情况

表》 

相近专业 3 
 法学（刑事司法方

向） 
2005年开设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见附表《相近专业教师基本情况

表》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一、与法学有显著区别。社区矫正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在实践中不

仅仅需要解释、适用法律，更重要的是实现社区中的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

会，这不仅需要法学的基础知识，更需要犯罪学、刑事政策学、教育学、

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背景作为支持。 

二、与监狱学有重要区别。监狱学重点研究狱内惩教及管理，社区矫正更

加强调服刑人员的更生与社会回归，相比较而言，弱化刑罚的惩罚功能，

通过社区中社区矫正教育人员、社工等社会力量来使服刑人员回归社会。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写） 

我校设置社区矫正专业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我校社区矫正专业方向是上海市

唯一，国内少有的专业方向，设置该专业符合我校依托上海市司法行政行

业力量，实现与华东政法大学错位发展，建设具有鲜明政法特色的一流应

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二、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我校设有完备的刑事

法学学科群。三、有稳定的社会人才需求（后文详述）。四、有科学、规

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该专业有 8 年发展历史，已形成科学规范的人才

培养方案。五有较强的专业师资力量。五，可填补上海市专业空白。六有

深厚的行业基础和行业影响力。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社区矫正专业机构，司法、社会工作及法律服务机构，科研机构 

人才需求情况 

社区矫正是完善刑罚执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社区矫

正从 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16年来，全国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431万人，

累计解除矫正 361万人，目前在册社区矫正对象 70万人。《社区矫正法》（草案）已于 2019 年 6

月 25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社区矫正专业可以服务于各级司法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等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

但是目前社区矫正专业技术专业的人员出现断层、青黄不接，年轻力量薄弱。社区矫正专业的毕业

生就业前景良好，个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社区矫正法》即将颁布的前提下，国家对于社区矫

正人员的需求不仅在数量上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在人才的质量上也提出更高标准。在此背景下，

经我校社区矫正专业系统培养的毕业生将在相关工作的就业市场形成优势竞争力。 

我校创建于 1984年，原隶属上海市委政法委、由上海市司法局代管。根据中央、教育部、上

海市政府关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2014 年，我校由原市政法系统划归上海市教委管理，并

由上海市教委和市司法局共建。我校的创建、发展，源自于市政法系统，与上海市政法系统各机关

始终具有天然、紧密、长期的联系与合作。从人才需求和毕业去向来看，仅以上海市相关系统为例，

我校与本市对口单位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社区矫正局长期保持着产学研合作关系，对方已表明对

社区矫正专业毕业生有较大的招聘需求，预计每年将吸纳 6至 7名应届毕业生进入社区矫正工作岗

位。其他就业岗位包括特殊教育服务机构、监狱管理机构、青少年矫正教育机构、公安机关、法院、

检察院等。我校与上海市监狱系统及司法系统存在传统合作关系，也为本专业毕业生提供了较优对

口就业环境。从我校开办的监狱学（社区矫正法学专业）往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除了司法机

关外，也有相当比例毕业生选择法律服务机构就业。随着社区矫正立法和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的深

入开展，将来对社区矫正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势必出现更广泛的增长。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可提供合作办

学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  30 ）名 

预计升学人数 （ 6  ）名 

预计就业人数 （  24 ）名 

其中：（上海市司法局） （  3 ）名 

（上海市社区矫正局） （  4 ）名 

（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 （  2 ）名 

（上海市南汇监狱） （  2 ）名 

（上海市青浦区社区矫正局） （  3 ）名 

（上海市松江区社区矫正局） （  2 ）名 

（上海市未成年人强制隔离戒毒所） （  3 ）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  2 ）名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 （  3 ）名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以下统计数据由教育部新专业申报系统自动生成）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以下表格数据由申报专业填写）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

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赵运锋 男 
1976年

11 月 

刑事政

策学 
教授 

上海交通

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刘  强 男 1957年 
社区矫

正原理 
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蔡一军 男 
1982年

8 月 

社区矫

正行刑

与管理 

副教

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李光勇 男 
1982年

2 月 

社区矫

正调查

研究方

法 

副教

授 
武汉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储德峰 男 1979年 法理学 
副教

授 
上海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刘泽鑫 男 
1987年

11 月 

特殊罪

犯矫治 
讲师 

中国政法

大学 
刑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冯秋迪 男 1988年 社区矫 讲师 北京师范 心理学 博士 社区矫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此项由申报专业填写） 11 



8 月 正心理

学 

大学 正 

杜雪晶 女 1976年 
民法总

论 
教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监狱学 专职 

刘瑞瑞 女 1973年 
法学概

论 
教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监狱学 专职 

王志亮 男 1962年 
中国监

狱史 
教授 

中国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监狱学 专职 

游艺 男 1983年 
罪犯教

育学 
讲师 

爱丁堡大

学 
法学 博士 监狱学 专职 

 

4.3 专业核心课程表（以下表格数据由申报专业填写）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法学概论 45 3 储德峰 
第一学年 

秋季学期 

刑法学基础理论 60 4 蔡一军 
第一学年 

春季学期 

刑事政策学 45 3 赵运锋 
第二学年 

春季学期 

社区矫正原理 45 3 刘  强 
第一学年 

秋季学期 

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 45 3 刘泽鑫 
第三学年 

秋季学期 

犯罪学基础理论 45 3 刘泽鑫 
第二学年 

春季学期 

矫正教育学 45 3 游艺 
第三学年 

春季学期 

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 45 3 赵运峰 
第三学年 

秋季学期 

矫治心理学 45 3 冯秋迪 
第三学年 

春季学期 

监狱学 30 2 刘瑞瑞 
第三学年 

秋季学期 

社区矫正调查与评估 30 2 李光勇 
第三学年 

秋季学期 



民事诉讼法 45 3 杜雪晶 
第三学年 

春季学期 

外国社区矫正制度 45 3 冯秋迪 
第二学年 

春季学期 

民法基础理论 45 3 蔡一军 
第四学年 

秋季学期 

警体 30 2 陈  浩 第一学年春季
与秋季学期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赵运锋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科研处副处长 
 

拟承担 
课程 

刑事政策学 现在所在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9 年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 刑法学、监狱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风险社区与刑事处罚早期化问题研究”

（2017-2020年）； 

发表：《刑法解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刑法解释前沿问

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年版；《刑法解释前沿问题研究》中国

法制出版社 2014年版 

 

 

 

近三年获得教学 
研究经费（万元） 

 
近三年获得科学 
研究经费（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刑法学总论”(60 课

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 
毕业设计（人次） 

15 
 

 

 
 
 
 
 
 
 
 
 
 
 
 
 
 
 



姓名 蔡一军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社区矫正教研

室主任 
 

拟承担 
课程 

刑法学基础理论、社区矫正行刑与

管理 
现在所在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警务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9 年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刑法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社区矫正教学与科研；刑法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监狱学专业“一课双师”的行业导向型授课模式探索教学改革项目，

2019年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主持“检察大数据”驱动刑事犯罪风险预警与动态预测机制研究——以

S市 F区为实证样本，中国法学会 2017 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  

主持上合组织成员国反恐立法研究，中国法学会 2017年度部级法学研

究课题 2017.12 

主持社区治安的大数据挖掘与风险预警模型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2014.07  

 

 

 

近三年获得教学 
研究经费（万元） 

4 
近三年获得科学 
研究经费（万元） 

12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讲授国际刑法学（45

课时）；外籍犯管理理

论与实务（双语）（45

课时）；特殊类型罪犯矫

正（双语）（45课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 
毕业设计（人次） 

24 

 

 

 
 
 
 
 
 
 
 
 
 
 
 
 

、 
 



姓名 李光勇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社区矫正教研

室主任 
 

拟承担 
课程 

社区矫正调查与评估 现在所在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警务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专业（犯罪社会学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 社区矫正、犯罪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社区矫正个案分析》课程建设 2018年 2019年 

主持《犯罪与罪犯调查与统计》课程建设， 2015年 

主持《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建设与实践探讨”，2014年 

主持“社区矫正实践实训教学创新性研究”，2015年 

主持“多学科视野下犯罪与矫正特色专业教学模式研究”，上海市高等

教育学会重点项目,2016年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区服刑人员社会融合水平测量、影响因

素检验与促进对策实证研究”（2013，6～2015，9）（项目编号：13CSH105） 

 

 

 

近三年获得教学 
研究经费（万元） 

4 
近三年获得科学 
研究经费（万元） 

6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讲授社区矫正原理（45

课时）、犯罪与罪犯调

查研究（45课时）、社

区服刑人员行刑与管

理（45课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 
毕业设计（人次） 

30 

 

 

 
 
 
 
 
 
 
 
 
 
 
 
 
 
 



姓名 刘泽鑫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讲师 行政职务 
社区矫正教研

室副主任 
 

拟承担 
课程 

犯罪学基础理论 现在所在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警务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8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专业：刑法学 
 

 

 

主要研究方向 刑法学、犯罪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发表：《污染环境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论开放的构成要件理论的司法适用”CSSCI 来源期刊，载《河南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1期 

 

 

 

近三年获得教学 
研究经费（万元） 

 
近三年获得科学 
研究经费（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讲授《犯罪学》（45

课时）、《司法行政概

论》等课程（30课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 
毕业设计（人次） 

10 
 

 

 
 
 
 
 
 
 
 
 
 
 
 
 
 
 
 
 
 



姓名 冯秋迪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讲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矫治心理学 现在所在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警务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监狱学社区矫正方向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课程思政研究，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 2019.11-2021.11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主持项目：重新犯罪风险评估，晨光学者计划 2019.05-2021.05 

发 表 ：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Kidnapping: An Indigenous Model of Corruption in China SSCI

来源期刊：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7(20). 

人情愧疚感如何“心理绑架”公平的分配行为，CSCD来源期刊：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 2015年第 4期 

 

 

 

近三年获得教学 
研究经费（万元） 

4 
近三年获得科学 
研究经费（万元） 

2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讲授外国社区矫正制

度”（30课时） ，犯

罪改造心理学（45 课

时），罪犯改造心理学

（45课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 
毕业设计（人次） 

10 

 

 

 
 
 
 
 
 
 
 
 
 
 
 
 
 
 



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 

实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16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验

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110 

开办经费及来源 开办经费：313 万元，来源：自筹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元） 15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提供合作协议等） 
3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障措施 

本学科专业建设将利用好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相关课程配

套实验室，按照社区矫正本科生培养方案，通过危机干预心理学

技术实训中心、犯罪心理矫正实训室、警体实训室等实训实验基

地完成本科生的实践教学活动，更好的适应社区矫正教学工作的

需要，有针对性地在不同阶段提高学生评估社区服刑人员再犯风

险、实施矫正的技术力量，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沙盘教具 RDTC 1 2013 年 80 

多道心理测试系统 YK-XF 1 2014 年 35 

现场痕迹勘察箱 中警思创 1 2012年 70 

红外鉴别仪 银科 1 2012年 60 

测谎台 拉法耶特 1 2007年 150 

体视显微镜 奥林巴特 1 2012年 80 

比较显微镜 奥林巴特 2 2012年 75 

特殊显微镜 奥林巴特 1 2012年 90 

振动传感器 FLUKE 1 2009年 20 

弹头弹壳圆柱体展

开仪 
ZWT 1 2016年 80 

物证痕迹照相载物

台 
ZWT 1 2016年 120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1.上海政法学院是上海市唯一开设监狱学（社区矫正方向）专业的高校。 

上海是全国首家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至今，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一直在全国独占鳌头，上海政法

学院的社区矫正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直居于上海与全国的前列。社区矫正专业是上海政法学院的特色与重点培

育专业。上海政法学院开展社区矫正专业建设有利于实现与保障我校社区矫正专业教育在上海与国内均列第

一的地位。 

2.申请开办社区矫正专业符合我校错位发展定位，彰显我校办学特色 

社区矫正本质上是一项刑罚执行工作，并且具有鲜明的司法行政行业色彩。社区矫正是典型的应用型与

实务型专业与职业，在实务部门承担这些工作的有社区矫正人民警察、社区矫正专职干部与社区矫正社会工

作者。我校重点建设社区矫正专业符合我校依托司法行政行业实现与华东政法大学错位发展定位，可以最大

程度地彰显我校办学特色。 

3.申请社区矫正专业可以填补上海市在社区矫正专业教育方面的空白 

上海市目前尚无社区矫正专业，但是已经具备良好的设置该专业的基础。2009 年，上海政法学院监狱

学专业获得上海市第三批教育高地，教育部国家特色专业立项，这为推进我校监狱学的特色学科建设，建设

面向整个政法系统，更加贴近刑罚执行实践需求的应用性人才培养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1年 9月，

上海政法学院开设了监狱学专业（社区矫正）并且进行本科招生，这对上海市乃至全国社区矫正教育事业的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校社区矫正专业实力稳居全国前两名。 

4. 设置社区矫正专业对服务上海市和全国其他省市社会发展起到支撑性作用 

上海政法学院与上海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系统一直都拥有良好的教学与研究合作关系。上海政法学院

社区矫正专业设置和建设的目标就是为上海市以及全国社区矫正系统输送专业的社区矫正人才。设置社区矫

正专业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我校社区矫正专业发展，促进我校与上海市司法局、各省市司法厅之间开展联合培

养模式提供更强有力的制度化保障。 

5. 设置社区矫正专业符合上海社区矫正全国第一和对人才的强烈需求 

当前，社区矫正是我国当前司法体制与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且发展势头迅猛，这些背景对社区矫正专

业人才培养提出了高要求；从 2003 年开始试点直到现阶段，上海社区矫正发展进程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形

成了鲜明的“上海模式”，今后上海市社区矫正行业对社区矫正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会更加强烈，在此背景下，

设置社区矫正专业正当其时，也是上海政法学院保持社区矫正人才培养的领先水平的重要举措。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社区矫正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扎实的法学、刑事执法、社会学（社会工作）理论素养及专

业知识和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具有创新精神，能在国家各类与刑事执法相关的机构如社区矫正、监狱、基

层司法行政部门、公安等从事专业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该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够从事社区矫正、监狱、基层司法行政、公安等实务部门和其

他执法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

纪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求实创新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熟悉我国主要法律和监狱、社区矫正方面的法律、法

规、制度及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具有教育、改造违法犯罪分子的业务能力， 特别是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管

理能力；具有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和一定的科研能力；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外语达到国家

考试四级水平；掌握计算机操作的基本技能。 

（三）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警务素质，掌握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和其他执法工作需要的特殊技能。 

三、主要课程 

法学概论、刑法学基础理论、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社区矫正原理、外国社区矫正制度、犯罪学基础

理论、监狱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基础理论、民事诉讼法、矫治心理学、矫正教育学、警体等。。 

四、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军训、社会调查、专业见习和毕业实习（见习、实习不少于20周）、毕业论文等。 

五、修业年限与毕业学分 

修业年限：基本学制四年，实行弹性学制，可延长至六年。 

本专业准予毕业总学分为170学分。 

六、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 

七、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见附表。 

 

 

 

 

 

 

 

 
 

 



秋

季

春

季

夏

季

秋

季

春

季

夏

季

秋

季

春

季

夏

季

秋

季

春

季

司法职业道德 2 2 2

形势政策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1-4) 2 2 0.5 0.5 0.5 0.5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1-2) 2 2 1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2 1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4 1 5

计算机应用技术(1-2) 5 3 2 3 2

大学英语(1-4) 12 10 2 3 3 3 3

应用写作 2 2 2

军事理论 2 2 2

体育(1-4) 4 4 1 1 1 1

14 6 4 2 2

*法学概论 3 3 3

*刑法基础理论 4 4 4

刑法分则与案例分析 4 4 4

民法学基础理论 4 4 4

民事诉讼法学 4 4 4

*监狱学 3 3 3

社会学 3 3 3

矫治心理学 3 3 3

犯罪学基础理论 3 3 3

刑事诉讼法基础理论 3 3 3

行政法学（含行政诉讼法） 5 5 5

外国社区矫正制度 3 3 3

矫正教育学 3 2 1 3

刑事技术(实验) 3 2 1 3

*社区矫正原理 3 3 3

25 1 1 1 12 8 2

8 4 4

30 2 4 4 20

170 22.5 26.0 2.0 21.5 30.0 4.0 19.5 18.5 4.0 2.0 20.0

共计 讲授
实验
实训

课程
分类

通识选修课(选修学分)(14学分)

专业开放选修课模块（见续表）(选修学分)

职业导向课程模块（见续表）

实践教学环节模块(必修)(见实践教学进程表)

总    计

注：.加“*”号课程为该专业最基础课程，其他本科专业（方向）学生若想跨专业修读该专业的专业学位课程、专业开放选修课程，建
议先修读加“*”号的课程。

通
识
课
程
模
块
︵
56
分
︶

专
业
学
位
课
程
模
块
︵
51
分
︶

公
共
基
础
课
︵
42
分
︶

专
业
学
位
课
︵
51
分
︶

本科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表

专业：社区矫正

课程学分 各学期计划学分安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课程名称



专业：社区矫正

秋

季

春

季

夏

季

秋

季

春

季

夏

季

秋

季

春

季

夏

季

秋

季

春

季

社区矫正心理学基础原理 3 2 1 3

社区矫正心理咨询 2 1 1 2

社区矫正心理测量与治疗 3 2 1 3

刑事证据学 3 2 1 3

婚姻家庭法律实务 2 2 2

司法统计学实操与SPSS运用 3 3 3

犯罪心理学 3 3 3

司法逻辑学 3 3 3

司法统计基础 3 3 3

罪犯矫治专题 2 1 1 2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 2 2 2

涉外警务英语 2 2 2

社区矫正原典精读 2 2 2

刑法案例精讲（限20人） 2 2 2

外国刑法学 2 2 2

警训(1-3)(限选） 3 3 1 1 1

职业体能训练(1-2)(限选） 2 2 1 1

服刑人员调查研究方法 2 1 1 2

法庭庭辩技术 2 1 1 2

学术参与学分(1-2分) 1-2 1-2 √ √ √ √ √ √ √ √

课程名称 共

计

讲

授

实验

实训

本科指导性专业开放选修课教学计划进程表

课程学分 各学年、学期计划学分安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附表 

相近专业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名称：监狱学（社区矫正方向）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赵运锋 男 1976年 
刑事政

策学 
教授 

上海交通

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武玉红 女 1957年 
刑事执

行法学 
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刘强 男 1957 年 
社区矫

正原理 
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蔡一军 男 1982 年 

社区矫

正行刑

与管理 

副教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李光勇 男 1982年 

社区矫

正调查

研究方

法 

副教授 武汉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储德峰 男 1979年 法理学 副教授 上海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刘泽鑫 男 1987年 
特殊罪

犯矫治 
讲师 

中国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冯秋迪 男 1988年 

社区矫

正心理

学 

讲师 
北京师范

大学 
心理学 博士 

社区矫

正 
专职 

 

相近专业名称：监狱学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贾洛川 男 1957年 
监狱学

基础 
教授  法学 博士 监狱学 专职 

王志亮 男 1962年 
中国监

狱制度 
教授 

中国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监狱学 专职 



杜雪晶 女 1975年 

中国刑

事司法

制度 

教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监狱学 专职 

刘瑞瑞 女 1973年 
法学概

论 
教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监狱学 专职 

游艺 男 1983年 
外国监

狱制度 
讲师 

爱丁堡大

学 
法学 博士 监狱学 专职 

胡文华 女 1979年 监狱学 讲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硕士 监狱学 专职 

王欣 女 1980年 
物证技

术 
实验员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硕士 监狱学 专职 

王存文 男 1970年 警体 副教授 
上海体育

学院 
体育学 硕士 监狱学 专职 

陈浩 男 1979年 警体 讲师 
上海体育

学院 
体育学 硕士 监狱学 专职 

刘红军 男 1987年 
警务技

能 
讲师 

上海体育

学院 
体育学 硕士 监狱学 专职 

 

相近专业名称：法学（刑事司法方向）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姚建龙 男 1977年 

青少年

犯罪与

司法 

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刑事司

法 
专职 

彭文华 男 1972年 刑法学 教授 武汉大学 法学 博士 刑法学 专职 

岳平 女 1959年 犯罪学 教授 上海大学 法社会学 博士 犯罪学 专职 

江维龙 男 1962年 刑法学 副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博士 刑法学 专职 

王娜 女 1979年 

美国刑

事司法

制度 

副教授 吉林大学 法学 博士 刑法学 专职 

范海鹰 女 1958年 心理学 副教授 
华东政法

大学 
法学 硕士 心理学 专职 

刘崇亮 男 1978年 刑法学 副教授 人民大学 法学 博士 刑法学 专职 



张东平 男 1979年 犯罪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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