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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国际法学》 

第五讲  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 

授课章节 第四章第二节 
授课 

专业和年级 

法学专业 

2018级学生 

标   题 
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

武力原则 
授课时间 10-15分钟 

教 

学 

目 

的 

掌握内容 

1、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的含义； 

2、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 

3、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例外。 

主要专业

知识内容 

1、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的含义； 

2、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 

主要课程

思政映射

与融入点 

1、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 

2、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例外。 

教学重点 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的三种例外情形 

教学难点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的三种

例外情形的逻辑关系 

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法； 

2、课堂讨论法； 

3、课程思政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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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导入： 

同学们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第四章“国际法基本原则”

第二节“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这一讲我们一起来学习

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的第二个原则，“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

力原则”。“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最先规定在《联

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该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

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

法，侵害任何会员国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从该款规定可以

看出，“禁止武力”是一项具有强行法性质的规范，其含义不仅

在原则上重申禁止狭义的侵略战争，而且进一步确认一切武装

干涉、进攻或占领以及以武力相威胁的其他行为，都是违反国

际法的。在《国际法原则宣言》中，“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

武力原则”被列为七项原则的首位。 

二、课堂讨论： 

讲到这里，我想请同学们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禁

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是不是要在国际社会绝对地

消灭武力？下面请两位同学来回答一下。好，刚才有两位同学

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说得都很不错。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让学生思考当下绝对消灭武力的

可能性与必要性，增强学生的强国意识、忧患意识树立起“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 

三、新课讲授： 

实际上，《联合国宪章》在规定“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

武力原则”的同时，还规定了以下几种例外情形： 

第一种例外情形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的规定实

施的单独或集体自卫。单独自卫是指国家在遭受外来侵略时，

有权凭借自身力量抵抗侵略；而集体自卫权是指，当与本国关

系密切的国家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

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这也正是美国和前

苏联分别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法律基础。 

第二种例外情形是，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42 条有关集体安全制度的规定采取的执行行动，或者联合国安

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3 条授权区域组织采取的执行行动。 

第三种例外情形，民族解放战争：也就是，允许殖民地或

半殖民地人民为摆脱殖民统治而进行武装斗争。 

第四种，使用武力行使民族自决权。非自治领土上的民族

行使“民族自决权”时，通过武力摆脱原宗主国或殖民国的统

治，形成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其行为也具有合法性。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要求学生务必掌握行使民族自决

权的主体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或非自治领土上的民族，主

权国家内部的民族不能借口民族自决进行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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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思政： 

各位同学，中国自古以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也是一

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国家，我国春秋时期的军事著作《司马

法》曾记载，“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

马法》非常形象地阐述了好战与忘战之间的辩证关系。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向学生介绍我国自古以来对好战

与忘战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说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

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也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严格遵守这一声明的国家。但是我国同

时声明，在以下三种情形不排除使用核武器： 

第一种情形：如果中国的核武器设备或核武器基地遭遇袭

击，中国有权使用核武器； 

第二种情形：中国本土遭遇重大袭击，譬如，诸如三峡大

坝的大型水利枢纽遭受外国军事打击时，中国有权使用核武器

反击。 

第三种情形：如果他国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中国也有权使

用核武器； 

同学们，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但是世界并

不太平，恐怖主义、霸权政治等威胁和平的因素仍然存在。譬

如，美国以所谓“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千方百计插手

我国南海问题，频繁出动军舰和战斗机进入南海活动，数次将

中美推向局部战争的危险边沿。不过同学们不要担心，今天的

中国绝不是百年前的中国，甚至与五十年前的中国也大不一样，

已经不再是以前受尽西方列强蹂躏的中国了。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建党 95 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

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

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苦果。 

（课程思政映射点设计：探讨良好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

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性。） 

各位同学，我们相信，在中国共党的正确领导下，有英勇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坚强后盾，我们一定能够继续维持和平

的国际环境，营造安宁的国内环境，为实现中国梦创造有利条

件。这一讲的内容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课堂总结 

一、总结本堂课的教学重点：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

则的三种例外情形。 

二、通过课程思政教学法，向学生介绍中国对“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的三种例外情形，增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与强国意识感； 

三、安排学生复习与预习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