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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毕业论文的写作 

     

法学毕业论文是法学毕业论文的一种类型。法学毕业论文写作，作为一门课

程，是毕业生的知识和能力的综合反映，同时为扩展知识、培养能力的手段。 

体裁。为议论文。 

基本要素为论点，论据，论证。即为论文，必有所论，要表达对某一问题、

事情的观点，并予以论证（充足理由律），论证要有论据。 

对于论文的创造性（新观点、新方法、新论证、新资料）和理论性不宜要求

太过，体现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一定理论性，在个别地方有新意即足。力求

言之有理，持论有据则是基本要求。 

字数。宜在 6,000-8,000，最多不超过 10,000。 

写作方法，无一定之规，但有一般程序。 

一、选题(研究对象) 

1．热点问题。 

2．自己观察和体验的问题。 

3．有积累和准备的问题。 

4．自己在学习和研读中发现的问题。 

5．基础理论问题。 

6．学院或指导教师提供的选题 

注意：选题须与自己的知识、能力相适应，题目不宜过大，否则难于掌握，

可能失于宽泛。可小题大做，但有难度。要考虑现有研究状况，可获得的资料情

况。 

二、搜集资料 

搜集和梳理资料是重要的基础工作。可了解研究动态：最新成果，共识，歧

见，空白点，可进一步深入的地方。 

1．资料来源 

(1)专著、教材 

专著是对某—领域或某—专题的系统研究，可提供比较完整的学术信息。教

材可提供基本的确定的知识，有的教材亦有理论上的深入。 

(2)法学杂志、报刊（提供最新的专题研究成果）。 

《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现代法学》、《政法论坛》、《法学》、《法律科学》、

《法学评论》、《中外法学》、《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等。   

(3)论文集（往往是关于热点、重点问题的专论集），如诉讼法年会文集。 

(4)社会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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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立法资料和司法资料。 

以刑事诉讼法论文为例，有：宪法；刑事诉讼法典（狭义的刑事诉讼法）；

其他有关法律、法令，如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律师法、法官法、

检察官法、警察法；法律解释与规定，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等对具体应用刑事诉讼法所作的解释、规定和批复等，如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

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在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

干问题的规定》。 

外国的立法、司法解释。 

此外，中外判例也可作为毕业论文的资料来使用。 

(6)因特网上的法学资料。 

中国期刊网、正义网(检察日报)、中国法院网(人民法院报)、北大法律网、

中国民商法网、中国刑事法律网、中国诉讼法律网、中国律师网。 

2．方法 

(1)查找法学杂志、报刊 

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诉讼法学》月刊，每期编录全国各法学杂志、报刊

所登载的重点论文的题目。从最新出版的月刊查起,之后,按月刊出版时间的顺序,

由后往前逐渐查找已出版的月刊,随时记录所需的论文名称、刊载期刊名称、第

几期、第几页在笔记本上，再查全文，予以复印或抄录。 

查阅法学期刊每年最后一期编录的该年所刊论文总目录。 

(2)查找专著、教材论文集 

到图书馆，先以作者、名称、主题词等检索。 

(3)在因特网上查找 

中国期刊网，正义网(检察日报)、中国法院网(人民法院报)、北大法律网、

中国刑事法律网、中国诉讼法律网、中国律师网等网站。 

(4)社会调查 

一般是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律师事务所、监狱进行访谈。 

三、形成论点 

在对所取得的资料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论点（对某一问题的判断）。

包括中心论点(亦称基本命题，即对某一问题的基本判断)，分论点（用以支持中

心论点的论点）；中心论点与题目，一般有别，有时同一。中心论点有时并不明

确表述，需要读者推断。 

中心论点和分论点形成树状格局，也可能诸论点平行并列。 



 3 

四、拟定提纲 

提纲是对论文的总体构思。包括对论文基本框架及各部分的布局安排，列明

论文的中心论点和分论点，设计论证的层次，确定论证的方法。分论点为论证中

心论点服务，分论点得以证明，中心论点自然得以证明。论文提纲要显示各部分

的逻辑联系。 

常见的论文提纲模式为: 

一、题目 

二、论题的提出(即引言，一段说明性文字) 

三、论证的展开： 

分论点之一：主要论据、论证方法 

分论点之二：主要论据、论证方法 

分论点之三：主要论据、论证方法 

四、结论（可在开头、中间、文末给出） 

参考文献（附于文末，包括文中实际引用和参考但未引用的著作与论文） 

在上述基本模式中，每一分论点都可以成为论文提纲的大标题，而每一分论

点之分论点则可以成为提纲大标题之下的小标题，若分论点之分论点还有分论点,

则可以成为论文提纲小标题之下的更小标题。论文提纲应尽量具体，其标题层次

一般列到二、三层次即可，每一部分运用什么材料(论据)应在提纲上写明(写明材

料的来源)。 

五、撰写初稿 

撰写初稿，是提出自己的论点，并运用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的成文过程。

此阶段是系统地深入研究的阶段，也是毕业论文的成型阶段。 

1．论点。 

论点是一个判断，表述应当简练，同时要鲜明。关于论点应在何处提出的问

题，就中心论点而言，可以将其作为题目，也可以在论文序言部分提出，也可以

在论文结论部分提出，还可以在论文中间提出，这应根据中心论点的特点，作者

的写作意图和写作技巧等方面予以考虑。在序言部分提出中心论点的比较多见，

可让人一目了然。分论点同样可以在其论文有关部分的开头、中间或结尾提出，

根据文章情况而定。 

2．论据问题。所谓论据，是指证明论点的根据，论据包括理论论据和事实

论据。论文的论点需要论据予以证明，没有论据的支持，论点将成为空洞的论断。

应将论点与搜集的材料(论据)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堆积材料。 

3．论证问题。论证，是指运用论据和论证方法证明论点的全过程。 

论点与材料相契合，论证步骤要清晰。先论什么后论什么，要考虑所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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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层次和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 

论证方法： 

第一，演绎方法。 

第二，归纳方法。 

第三，比较的方法，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联系的事物或现象加以

对照，从而确定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的逻辑方法。 

第四，类比的方法，是指根据两个对象某些属性相同，推出它们的其他属性

也可能相同的间接推理形式。 

第五，反证的方法，即由证明反论题之假，来确定原论题之真。这种方法往

往同排中律结合使用。 

4．引文、注释问题。前人已有的著述成果是自己认识的基础，要充分参考

和吸收，并表明此点。引用他人的著述时，可用脚注或尾注的方法注明文献的出

处。如果没有注释，人们将不知道哪些观点是他的，哪些是别人的，最后也不知

谁抄谁的，抄了多少。引文和注释规范，参见法学院新规定。 

六、修改定稿 

修改论文初稿是锤炼毕业论文的一个过程，包括论文基本结构、论点、论据、

论证、资料、格式与注释规范等方面的修改工作。 

七、摘要写作和关键词 

摘要应客观地反映论文主要内容，是论文主要、精彩论点的集萃，旨在让读

者判断是否有必要读该论文，而不是对于研究问题的罗列、研究背景的交待等。

特别注意两点：第一，摘要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说，务必杜绝“作者认为”、“本

文认为”之类的主观陈述（独立性）；第二，摘要是精彩论点的浓缩表达，务必

避免“通过……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之类的机械句式（自含性）。摘要

应写成一篇本身具有可读性的独立短文。一个技巧：可以从各级标题（正标题、

副标题，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三级标题）为线索进行概括、提炼、组织。一般

400 字以内，最多不超过 500 字。不要分成几个部分叙述。 

关键词 3-5 个。 

最后谈一下毕业论文的评价标准和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的一般评价尺度： 

1．理论价值或实践意义； 

2．论点是否正确、合理； 

3．是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4．论据是否充分； 

5．是否论证严谨、逻辑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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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构是否合理； 

7．文字是否流畅。 

学院新制订评价标准分为 8 个方面，分别赋予分值，重在考察对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写作能力。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加上了诚实性审查环节，

如严重违背诚实性原则，简单复制他人成果，一票否决，不准予答辩。 

毕业论文的常见毛病： 

1．文章体裁错误，如写成散文、杂文或案例分析。 

2．题目冗长或文不对题。 

3．中心论点不明确。 

4．分论点与中心论点无关。 

5．论点错误。 

6．结构不合理。主次不分，头重脚轻或头轻脚重。结构不完整，只提出问

题或只介绍他人观点，没有分析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内容。 

7．标题层次过多。标题多达 5、6 个层次，看上去不象论文，倒象是写作提

纲或讲稿。 

8．论文各部分之间或段落之间，无过渡段或过渡句。 

9．论文各部分没有用标题或序数号分开，需花时间才知其各部分联系。 

10．论证存在问题。前后自相矛盾，堆积论据。 

11．论述中错误地引证法律。 

12．没有注释或注释不规范。 

13．语句不通顺及存在错别字。 

14．过分使用华丽词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