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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法学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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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学教育以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为推进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智力保障为目标。然而近几年来，法

科生的就业率偏低，部分高校法学毕业生陷入了就业难的困境，这是社会人才需求与法学教育失衡所致。一方面，

社会需要的是理论与实践能力兼备、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

无法与之相匹配。解决二者失衡问题需要创新法学教育方法，运用以学生为中心、职业价值为导向、教学实效为

反馈的体验式教学法，通过模拟真实案例、参与法律实践等方式，破解目前法学教育的困境，实现社会需求与法

学教育的有机对接。 

[关键词]  法学教育；法治人才；教育失衡；体验式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0)02−0127−0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创新法

治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法治人才

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而要培养高素质法治人

才，得以法学教育为基础[1]。可见，法学教育肩负

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法治人才的重大使命[2]。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

存在一些问题：如现行的法学教育方式往往侧重法

学理论的讲解及法律条文的解读而忽视了对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法学教育的失衡。这种

失衡的培养模式导致部分法学毕业生陷入了毕业

即失业的尴尬困境。在教育部发布的本科“红牌专

业”里，法学专业从 2014 年到 2019 年已经五年在

列(2016 年除外)，然而就业市场对法学人才的需求

却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3]。因此，如何通过法

学教育方式的变革培养出复合型、实践型的法治人

才，是法学教育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依法治国对法学人才的需求 

    法学教育的根本使命在于对法治人才的培  

养[4]，而法治人才能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是否

具备融入社会的能力是衡量法学教育成败的关键

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大体经历了

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对人才的需求各有侧重。第一

阶段(1978—1991 年)是我国法学教育的恢复期，这

一时期的法学教育侧重于理论教学，以培养具备丰

富理论知识的法学人才为主要目标；第二阶段 

(1992—2012 年)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期，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法学人才培养模

式随之开始转变，法学教育以培养为市场经济服务

的法律人才为主要目标；第三阶段(2012 年至今)是

我国法学教育的全面提升时期，单纯的法学人才和

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这一时期对法学人才的需要呈现出以下两个明

显的特征。 

    (一) 对复合型法治人才的需求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社会对复合型

法治人才的需求量日趋增加，由于法学教育承担着

为法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重任，因此，新时期的

法学教育应当以培养复合型法治人才为目标。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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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法治人才，是指除了具备法学专业知识之

外，还应具备与专业密切相关的知识，如经济学、

管理学、心理学、语言学、自然科学等多元知识体

系，并且能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应对和解决各种法

律问题的法治人才。从根本上讲，复合型法治人才

应当是创新型人才。首先，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法

学的实践性要求法律人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社会发

展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这就需要法律人运用

创新性思维，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知识，将抽象的法

律条文、原理、原则在具体的案件中予以适用，从

而推导出合理的处理结果。以环境侵权案件和知识

产权纠纷为例，在处理环境侵权案件时所涉及的不

仅仅是法律知识，还要对生态学、生物学、化学等

相关知识有所了解；而在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时

则需有理工科背景。其次，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要求

法治人才具备创新能力。众所周知，解决争端、化

解冲突是司法的主要功能，而国家法律则是实现司

法这一功能的基本依据，但法律作为一种制度规范

有天然的滞后性和抽象性，而社会生活具有多样

性，法律不可能对每一具体的事项都穷尽规定，因

此在具体的个案中可能会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形。在

这种没有直接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需要法律人根据

公平正义的基本法律原则对案例进行合理处理。 

    (二) 对实践型法治人才的需求 

    法学是应用性极强的社会学科，诚如霍姆斯所

言：法律的生命始终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

律职业是集经验性、技术性、专业性于一体的职业，

基于此，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为社会培养具备足

够经验、技术的实践型法治人才[5]。2018 年中央政

法委、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

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指出，法学教

育要以实践教学为导向，提高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学

分在总学分中的比例，要通过支持学生参与法律实

践活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方式方法以提高实践教

学的质量和效果。由此可见，依法治国需要实践型

法治人才作为智力支撑，法学教育也应当以培养实

践型法治人才为目标。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作为合格

的法治人才，关键不在于能够背诵多少法条，知道

多少法律经典，而在于能否能将自身所学灵活地运

用。法学教育应当以职业为导向，法治人才是社会

的实践者，无论是从事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还

是成为律师、公证员、仲裁员、法律顾问，都必须

具有良好的法律思维能力，能熟练运用法律知识解

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6]。 

    二、法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回应 

    这是法学教育最好的时代，也是法学教育最坏

的时代[7]。何美欢教授的这句话在如今依旧适用。

“法律热”的潮流使得近年来法学教育的规模不断

扩大，法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就理论上而言，

人才的高供给与全面依法治国的人才高需求应该

是不谋而合的。然而近几年来，法科生的就业率却

相对偏低，许多高校的法学毕业生陷入了毕业就失

业的困境，这是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存在弊端，不

能满足社会对于法治人才的需求所致。 

    首先，传统法学教学以说教式为主，其特征是

教师在讲台上按照预定的教学内容和计划进行讲

解，学生在台下被动听讲，做笔记[8]。在这种教学

模式下，教师与学生缺乏互动，课程在教师的主导

下进行，教学内容往往以对纯理论知识和法律条文

的详细解释为主。诚然，理论传授和法条解释对于

学生系统地学习、理解、掌握相关内容，以及提高

其知识水平与能力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这

种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知识运用能

力，导致学生很少有独立思考的空间，难以运用所

学理论知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显

然，这对于培养以实践为导向的法治人才是十分不

利的。 

    理想的法学教育不应当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单

向知识灌输，而应当是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互动，因

为教育的本质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知识的传递和思

想的交流。相对于传统法学教学方法而言，体验式

教学法打破了长期以来教师单方面对纯理论知识

和法律条文解读的格局，是一种双方均主动的教学

方法。该方法以案例教学为核心，以学生为课堂主

体，将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通过模拟体

验、实践体验和理论体验等方式让学生参与真实的

案件。这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达到让学

生主动学习的目的，还能让学生在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夯实法律基础，提高自身

语言表达及知识运用等综合能力。这种教学模式所

展现的实际教学效果与新时代对法治人才的要求

更为契合，也更符合现代法治人才培养的理念，因

而被国内多数法学院校所接纳并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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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传统法学教学偏重部门法律知识传授。

这种缺乏相关学科知识教学的教育模式会导致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满足社会

对复合型法治人才的需求。法学学科的独立并不意

味着它与其他学科绝缘，实际上，法学与其他学科

密切相关。只有不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法学

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9]。目前，法学包含 16 个

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下还有若干三级甚至四级学

科。学科的分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知识隔绝和交流

壁垒，致使法学教育分立职能有余而整合功能严重

不足[10]。这种学科的分置使得我国的法学教育往往

重视对法律学科内容的精耕细作，追求部门法学内

部结构和体系教学的完整，却忽略了部门法同部门

法，部门法与法理学，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社

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联系。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

学生极易出现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难以整合协调

的状况，致使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难以形成共通的

理念，对同一问题的看法经常是“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难以统一；而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隔离

也导致法学成为一门孤立的学科，法科生成为  

“专才”。 

    体验式教学法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在

于，它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参与真实案件来打破“专

业”思维的局限，从而实现对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

用。以医疗纠纷和虚拟财产纠纷为例，处理医疗纠

纷案件的前提是必须对医学知识有所了解，那么学

生在参与解决医疗纠纷案件时就必然学习医学相

关知识，然后综合法律知识处理纠纷；而在处理虚

拟财产纠纷案件时，必须综合运用民法和知识产权

法等相关知识。这种学生亲身参与和体验真实案件

的教学方式，一方面能让学生主动学习其他学科的

知识，另一方面也能促使学生将所学的部门法知识

融会贯通，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法治

人才。 

    三、体验式教学法契合法治人才的需求 

    法学是应用型和实践型的学科，法学教育作为

国家法治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也应当是一种应用

型和实践型的教育。当然，不同阶段的法学教育，

其目标和定位应有不同。从“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到“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 2.0 计划”，从

“法律人才”到“法治人才”，版本的更替和用语

的改变体现了我国对法治人才要求的提高和法学

教育理念的升级[11]。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之所以无

法继续发挥为社会培养复合型、实践型法治人才的

作用，重要的原因是传统教学方法存在弊端。这种

教学方法既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也难以培

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更无法

达到培养专业知识扎实、创新能力强的复合型法治

人才的目标。而根据法学的学科性质，这种以学生

为中心、职业价值为导向、教学实效为反馈的体验

式教学法相比传统的教学法，更契合法治人才培养

的要求。 

    (一) 体验式教学法的基本理念 

    体验式教学最早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这种教

学方式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核心，旨在让学生

在真实的工作环境或者模拟的特定情境中进行学

习。鉴于传统法学教学方式无法满足社会对法治人

才的需求，体验式教学法在改变法学教学内容板块

的同时，更加注重法学教学形式的改革。具体而言，

体验式教学方式从初级到高级分为模拟体验、实践

体验和理论体验三大板块，在三大板块的框架下又

衍生出全真案例教学、模拟实验、竞赛实训、当事

人模式、项目参与、任务派驻、衍生产品开发、刊

物运营等八种具体方法。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

统教学方式相比，体验式教学更强调“以学生为中

心”。从教师教学的角度而言，它要求教师以平等

的态度面对学生，不只是一味进行单向的理论知识

灌输，而是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关注学生的学

习方法和学习效果，启发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

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而言，它要

求学生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学习，在体验的过程中

积极思考，在老师的指引下提升自己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在此种模式下，学生是主动的问题

提出者和解决者, 教师是被动的引导者和促进者。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满足法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二) 体验式教学法的优势及适用 

    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方式而言，体验式教学法有

明显的优势。首先，体验式教学法可以更好地培养

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对真实案

例的了解和参与，加深对理论知识的认知。以全真

案例教学法为例。这种教学法是围绕案例进行的，

因此，有实务经验的教师课前会整理有代表性、指

导性、时效性的真实案例发给学生，让学生自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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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案例进行分析。学生通过课本或者其他渠道找

寻理论知识支撑其观点，并且撰写法律分析意见

书，提前准备好发言。在课堂讨论时，会采取分小

组讨论或者随机抽取学生发言的方式进行，这样可

以保证每个同学都参与进来，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教师引导学生对案件的主要争议点进行讨论，

让学生以问题为导向去寻求答案。在讨论得出结果

后，教师仍会鼓励学生发言表达不同看法，然后再

结合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对学生的观点加以点评。综

上，这种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

决问题的教学方式，不仅能让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

转变为课堂的推进者，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从

而掌握案例所包含的法学理论知识，还可以让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理论知识更好地吸收，保证他

们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从而增强

知识应用能力。 

    其次，体验式教学法可以使理论教学与法律实

践很好地结合，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当前

法学教育面临的一个尴尬处境是：法学院校毕业的

学生越来越多，但社会需要的法治人才却越来越难

获得。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在于法学院校培

养的法学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在依法治

国背景下，体验式教学法可以让学生在参与法律案

件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以体验式教学法

中的当事人模式为例，这种模式主要围绕法规、规

章、条例的违宪审查，“两高”司法解释的违宪审

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政府信息公开的申

请，公益性诉讼进行，由教师有针对性地选取具有

公益性、典型性、现实性、新闻性的案件，让学生

通过书写法律文书、启动相关法律程序等方式直接

参与法律问题的处理[12]。实际上，我国已经有不少

高校开始探索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以湘潭大学为

例，该校法学院的教师在法学教学中指导学生参与

废除“驾考合一”制度、质疑武冈禁摩令以及申请

湘潭市职能部门行政公开等案件，对体验式教学进

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社会上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由此可见，这种直接让学生参与

法律案件的教学方式，其实践效果是纯课堂教学所

无法比拟的。 

    四、结语 

    教学方法的选择，必须立足于教学的目的。体

验式教学法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修正和补充。尽管

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但依法治国

需要的是复合型、实践型的法治人才，因此，体验

式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以职业价值为导向、以教

学实效为反馈的理念更符合法治人才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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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reform of the discipline of la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le by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tial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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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education of law i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legal talents, hence providing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by law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employment rate of students in 

law has been relatively low, and college graduates in law have fallen into difficulty in job-hunting, which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demand of social talents and education of law. On the one hand, what the society 

needs is compound talents in law with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as well as innovative spirit. On the other 

hand, talents in law cultivated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cannot go with the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m, it is imperative to innovate the method of law education. The student-centered, career-value-oriented and 

result-oriented experiential teaching method can be used to solve the current legal education dilemma by simulating real 

cases and participating in legal practice, so as to realiz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ocial needs and education of 

law. 

Key Words: education of law; talents in law; education imbalance; experiential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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