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授课教案 

一、课程概述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原则和制

度，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熟悉行政争议解

决机制和行政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能

够全面了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提高对行政

法律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学目标 

1、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原则和制度，了解其历史

和发展。 

2、熟悉行政法在实践中的应用，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等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3、掌握行政诉讼法的程序和实体规定，了解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和

制度。 

4、熟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行政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能够运用

相关法律制度解决实际问题。 



5、提高学生对行政法律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其法律意识和法律

素养。 

三、教学内容 

1、行政法概述 

a. 行政法的概念和特征 

b.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c. 行政法的历史和发展 

2、行政组织法 

a. 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 

b. 行政编制和公务员制度 

c.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 

3、行政行为法 

a. 行政行为的概念和分类 

b. 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 



c. 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 

d. 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 

4、行政诉讼法 

a. 行政诉讼法的概念和特征 

b.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c. 行政诉讼的程序和实体规定 

d. 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 

5、行政争议解决机制 

a. 行政调解和仲裁 

b. 信访制度和调解委员会制度 

c. 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 

6、行政法律责任 

a. 行政法律责任的概念和分类 

b. 行政违法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 



c. 行政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 

7、案例分析与实践操作 

a. 典型案例解析与讨论 

b. 学生分组进行模拟诉讼或调解演练 

c. 社会实践调查与报告分享 

8、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学习与解读。 

行政法的定义：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行政法的效力：一般高于民法和刑法，下位法需服从上位法。 

行政组织的定义：行政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履

行国家行政职能，进行行政活动的国家机关。 

行政组织的构成要素：权责体系、组织体系、人事制度、财政制度。 

行政组织的分类：中央行政组织和地方行政组织。 

行政组织的设立、撤销和合并：设立需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和合并需

经国务院总理批准。 



公务员的定义：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

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公务员的义务和权利：义务包括忠实义务、公正义务、效率义务等；

权利包括职务保障权、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

辞退或者处分的权利等。 

公务员的管理：包括考录制度、晋升制度、培训制度等。 

公务员的奖惩：奖励和惩罚是公务员管理的两种重要手段。 

公务员的辞职和辞退：公务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辞职或被辞退。 

公务员的退休：达到退休年龄或符合其他退休条件的公务员，应当退

休。 

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保障：公务员享有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保障。 

公务员的监察制度：监察机关对公务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监察。 

公务员的法律责任：公务员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对公务员的考核应当客观公正，采取平时考核、



专项考核和定期考核等方式进行。 

其他制度：包括回避制度、申诉控告制度等。 

A.行政组织法 B. 行政程序法 C. 行政诉讼法 D. 行政道德法 

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行政组织法、行

政程序法和行政诉讼法等。行政道德法虽然涉及到行政行为，但其更

多地强调的是道德层面上的约束，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因此，答案

为 D。 

A.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B. 行政诉讼级别管辖 C. 行政诉讼证据规则 D.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法是关于行政诉讼程序和原则的法律规范，主要规定了行政

诉讼的受案范围、级别管辖、证据规则等内容。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属于法院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进行的调解程序，属于诉讼程序的一部分，

因此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范畴。 

A.某市交通管理部门对公共交通公司的罚款行为 

B.某市卫生行政部门对食品卫生情况进行检查的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



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公务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针对

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分

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

决、行政确认等。选项 A中，交通管理部门对公共交通公司的罚款行

为属于行政处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选项 C中，工商管理部门对企

业的注册登记行为属于行政许可，也属于具体行政行为；选项 D中，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财政拨款行为属于行政给付，同样属于具体行

政行为。而选项 B中，卫生行政部门对食品卫生情况进行检查的行为

属于行政监督检查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本题答案为

ACD。 

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

己的合法权益，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

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

下，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具体来说，必须满足以下三个

条件：一是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是具体行政行为是由本机关实施的；三是符合法定起诉期限。只有



在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本题的表述是错误的。 

关于行政诉讼法，下列哪一项说法是正确的？（ ） 

正确答案：C.行政诉讼的标的只能是行政行为。 

E.消费者协会对某商场的虚假广告行为进行处罚 

D.起诉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案件 E.起诉环保部门环保行政强制措施的

案件 

正确答案：ABCDE。 

掌握市场均衡、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等微观经济学核心内容； 

培养学生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重点：市场均衡、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等核心内容； 

难点：市场结构的理解，不同市场类型的区别与。 

讲授法：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引导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和原

理； 



案例法：结合典型案例，让学生了解微观经济学原理在实际中的应用； 

讨论法：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促进思维碰撞，深化对问题的理解。 

导入新课：通过问题导入或案例导入，激发学生对微观经济学的兴趣； 

讲解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与原理：介绍并解释微观经济学的定义、市

场均衡、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等核心内容； 

案例分析：选取典型案例，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加深对理

论的理解； 

小组讨论：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针对某一主题展开探讨，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课堂总结：回顾本节课的重点内容，总结学习成果。 

选取一个实际案例，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撰写一篇小论文； 

通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小组讨论表现等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通过课后作业和小论文质量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 

在课程结束后进行综合测试，全面评估学生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解和掌

握程度。 



 

行政法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古代行政法、中世纪行政

法、近代行政法以及现代行政法。在古代行政法阶段，行政法主要体

现在君主意志和命令上，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到了中世纪行政法，

开始出现了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和原则，但总体上仍处于君主

专制的控制下。近代行政法则是对君权神授的否定，强调人民的权利

和自由，以及行政法的独立地位。现代行政法则更加注重公平、公正

和参与性，强调行政程序的规范化和透明度。 

在每个阶段中，行政诉讼法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在古代行政

法阶段，行政诉讼法主要表现为君主的钦定程序和诉讼规则。而在近

代和现代行政法阶段，行政诉讼法则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监督行政行

为的重要法律工具。 

行政诉讼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监督行政行为的重要法律。它具有以下

性质和作用： 

行政诉讼法是宪法性法律，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它通过规定公民

的诉权和诉讼程序，使得公民在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

法权益时有权提起诉讼，并得到公正的审判。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8701002012

1006041

https://d.book118.com/487010020121006041
https://d.book118.com/487010020121006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