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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地方本科高校理论法学课程案例教学问题 
游志能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法学院 

摘要：案例教学法是实践教学的传统方法之一，美国法学院提倡的案例教学法与德国法学院常见的案例研习法是其基本方式。近些年，国内开始

提倡个案全过程教学法。这些方法对师资力量、师生比的要求都相对较高。从地方本科高校理论法学课程案例教学改革实践的基本情况来看，还面临

着诸多的问题。需要通过组建教学团队、精选精编教学案例、改善教学组织方式等多种形式来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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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界的一般认识来看，常见的实践教学形式有案例教学

法、讨论式教学法、个案全过程教学法、模拟法庭、法律诊所、
案例分析、专题教学等，近年来还有法学院开展“法律实验室教
学”实践。本文拟以案例教学法为核心，梳理案例教学法的起源、
两大法系案例教学的基本情况及我国大陆地区法学课程案例的
基本情况；进而介绍我校法学课程（特别是理论法学课程）的案
例教学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地方本科高校理论法学课程案例
教学的困难；最后，就地方本科高校如何加强理论法学课程案例
教学提出可行化建议。 

一、案例教学法发展概况 
讲到案例教学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朗代尔在哈佛大学

的案例教学法。1870 年，朗代尔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后，开
始进行改革，首创案例教学法。朗代尔在其代表性著作《合同法
案例》的前言部分明确表示：“被作为科学的法律是由原则和原
理构成的。每一个原理都是通过逐步的演化才打到现在的地步。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漫长的、通过众多的案例取得的发展道路。
这一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案例。因此，有效地掌握这些原理的最
快和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那些包含着这些原
理的案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案例教学法一直受到现实
主义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的冲击。为了应对冲击，各法学院逐步
开设法律诊所式课程、法庭辩论课等实践型课程。由于法律诊所
课程需要的经费和师资人员（师生比大约 1:8）要求较高，后又
发展出模拟法律诊所课程。 

相对而言，我们对大陆法系法学教育中的案例教学了解较
少。根据资料介绍，“德国法学院的教学从第一学期开始就高度
重视案例材料。除了教授的讲座课，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 10-20
人的学习小组，在那里他们学到如何将法律运用到小型虚拟案例
中去。”“德国法科学生在大学阶段学习的案例都是事实清楚，不
需要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辩论。”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法科学生在
大学毕业经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后，要进入实务部门进行 2 年
的实务训练。因此，他们大学阶段的案例教学通常是事实清楚简
单的案例，主要是训练法律适用。在德国，由于 2008 年以前的
《法律服务法》禁止没有律师资格的人提供法律服务，法律诊所
教育开展得并不普遍。即便是 2008 年修改法律后，德国的大学
中设置法律诊所的仍然非常少。 

二、案例教学法的中国实践与发展 
大陆地区法学院中常规的案例教学有两种形式：一是在讲解

某些法律时穿插案例，通过较简明的案例分析，帮助学生理解法
律条文或者某些法学理论；二是开设专门的案例分析课程。由于
美国的案例教学法是建立在判例法制度基础之上的，因为法律的
规则和理念都体现在各式各样的判例之中。这样一来，非判例法
国家引进该制度就会十分困难。而德国式的案例教学，通过王泽
鉴教授的系列专著的引进逐渐为大陆学者及学生所熟悉。但是，
根据大陆地区法律规定编写的高质量的案例教学教材仍属阙如。
相对而言，法律诊所教育在全国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和美国福特
基金会的大力推广下，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针对美国式诊所

教育在中国实践的困难，国内学界开始提出“个案全过程教学
法”，希望借此克服传统法律诊所教育的弊端。 

根据学者的见解，个案全过程教学法具有一些显著优点：一
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大陆判决书达不到案例教学要求的
问题；二是有助于解决学科划分所造成的教学案例与现实案例不
完全接轨的问题；三是使学生受到较为系统的法律实务训练，深
化对理论问题的认识；四是扩大了模拟法律诊所教学的规模，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模拟法律诊所小班上课成本高的难题。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个案全过程教学法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认可。 

个案全过程教学法相对美国的案例教学法与德国的实例研
习而言，有其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主要在于授课教师的限制，
因此，较为可行的仍然是传统的案例教学法。 

三、地方本科高校理论法学课程案例教学中的困难及其对策 
作为一名地方本科高校的理论法学课程任课教师，本人也曾

在理论法学课程授课过程中有意识的采用过案例教学法。 
在本人的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做法以两个例子来

进行说明。一是《法理学》课程中的法律解释方法问题，大家常
用的“知假买假”类案例。对于该类案例，本人先简述王海知假
买假案情，请大家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进行判断，是否应该支持
王海要求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然后，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关于消费者的定义，再请大家思考判断；接下来，介绍知假买
假类案例在不同法院得到的不同判决结果（有胜诉的，也有败诉
的），并分析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最后，请学生下课后搜索观
看王海个人接受凤凰传媒采访的视频，并进一步反思自己判断是
合理性及其理由。二是《中国法制史》课程中唐代法律制度基本
特征中的“一准乎礼”。笔者在研究其他问题的时候，碰巧发现
《唐律疏议》中的“亲属为人杀私和”条很有意思。《唐律疏议
• 贼盗》“亲属为人杀私和”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
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一
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经三十日
不告者，各减二等。”之后，笔者对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资料收
集，既包括《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对该条文的承袭
与演变，又包括《旧唐书》、《新唐书》、《刑案汇览》等历史典籍
中的相关案例，还包括《儒林外史》、《二刻拍案惊奇》等文学作
品中的相关故事。在资料收集后，本文写了专题论文。在《中国
法制史》的授课过程中，本人接受该门课程任课老师的邀请，为
学生以专题讲座的形式讲授了该部分内容。私和罪的确立无疑与
“一准乎礼”的刑法思想有重要关系，但推行到极致也可能造成
荒谬的结果，本人就以《刑案汇览》中的真实案例向学生阐明了
该问题。在专题开设前，会让学生简要谈一谈对“一准乎礼”的
认识和评价；在专题中，会仔细介绍该罪名与中国古代的“礼”
的关系；在专题结尾部分，会通过案例来介绍“一准乎礼”走到
极端时的荒谬。此外，在《法理学》的授课过程中，本人还曾邀
请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学与法律文化》选修课的老师来讲解“法
律与文学”部分；本人也曾以“牛郎织女故事的法律意蕴——兼
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为题为学生做了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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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为本人在《法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一些作法。
在进行这些尝试，以及设计下一步的教学改革方案的过程中，本
人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首要的困难是合适教
材的短缺。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少量的“教学案例”汇编出版，但
为了照顾适用上的普遍性，这种教材通常选题非常广泛，而各主
题的背景资料相对简要。因此，任何授课者要想进行较深入的案
例教学，基本上都要重新备课。其次是教学团队的缺乏。由于总
体师资有限、教学任务较为繁重等原因，地方本科高校组建教学
团队较为困难。而要进行深入的案例教学，需要一个团队进行分
工合作。否则，单个老师的工作量会激增，必然会导致案例教学
质量的下降。三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问题。要进行案例教学，必
然要求学生在课前阅读一定数量的资料，但从 2015、2016 两学
年的实施情况来看，可以说 60%以上的同学是没有认真阅读过指
定资料的。这些困难都有待于在接下来的实践教学改革中不断调
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想方设法组建教学团队予以克服和解决。 

四、结语 
案例教学法指的是以案例为中心来组织实施教学任务的方

法的总称。它既可以包括美国传统的案例教学法、德国传统的案
例研习法，还可以包括我国大陆现在时兴的个案全过程教学法，
甚至还可以包括以案例为核心展开的专题教学法。受制于师资队

伍的人数与知识结构、教学资源的分配使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等多种因素，我们应该在这些前提下尽量组建教学团队，实现师
资力量的优化配置，精选精编教学案例，以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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