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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安管理总论
第二节 公安管理学

课程名称 公安管理 授课对象 侦查学、警务指挥战术、

治安学等公安专业

授课内容 公安管理学 授课学时 10分钟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通过该知识点学习和课内交流，使学生了解公安管理学科的

定义、性质，理解公安管理与公安管理学的区别，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公安管理学知识体系的内容。

2.思政目标：通过案例分析新冠疫情期间警察的责任担当，树立牢固的

人民警察职业价值观。

教学分析

1.教学内容：公安管理学定义、性质

2.教学重点：公安管理学形成的三大知识体系

3.教学难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管理学知识体系”

教学思路

本次课教学首先从公安管理和公安管理学的区别出发，启发学生理

解公安管理学科的定义：其次引导学生分析公安管理学的多学科属性，

提出中国特色的“公安管理学三大知识体系”的内容。

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法；2.多媒体演示法；3.课堂讨论法；

教学安排

1.课前回顾

2.（问题导入）公安管理与公安管理学的区别

3.公安管理学定义

4.公安管理学性质

5.公安管理学“三大知识体系”

6.课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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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课前回顾

第一篇章“公安管理总论” 第一节“公共行政”与“公安管理”

问题导入

公安管理与公安管理学的区别

授课内容：

一、“学科”的概念

（一）学习：视频“学科类别”介绍

（二）理解：高校本科教育中专业设置（三个层次）

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

（三）明确：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公安学（0306）和公安技术（0838）两个一级学科分别列入法学和工学门类

（四）《公安学下设二级学科目录》-专业代码030602“公安管理学”

二、公安管理学的定义

三、公安管理学的性质

思考：中国警察的力量从哪里来？

四、公安管理学的知识体系

（一）系统揭示公安管理现象特征与演变规律的公安管理基本原理和概念体系

（二）支撑公安管理问题解决的方法和技术体系

（三）解释与应对特定公安管理问题的实务分支体系

五、课程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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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后记

本节课是对第一篇章“公安管理总论”之第一章“公安管理学概论”中第二节“公

安管理学”知识点的学习，通过理论讲解、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突出了教学重

点，并通过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的。在教学中发现同学们对本科毕业后考取

“公安管理”专业方向研究生的路径很感兴趣，但对该专业考试范围、录取标准并不清楚。

由于课内交流时间有限，以后教学中可以留下我院考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专业”

研究生的同学联系方式，让同学们课后继续交流，把学习从课堂延伸到课外。

https://www.bookskys.com/books/book_893800230.html
https://www.bookskys.com/books/book_893800230.html
https://www.bookskys.com/books/book_8938002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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