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72020 年第 3 卷第 8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改革与实践

高校法学专业商法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马海龙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法律能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保障。目前，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学专业，旨在为社会提供法律人才，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法的重要也日益

凸显了出来，它主要用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是高校

的必修课程之一。现阶段高校的商法课程教学还存在一些不足，

这对于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以及学生掌握商法知识都是极为不

利的。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了高校法学专业商法课程教学改革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策略，以期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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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主要包括《公司法》《海商法》《票据法》等，对于维

护经济市场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阶段高校的法学专业

还存在着教学内容较为落后、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这严重制约

着高校人才培养水平的提升。为此，高校就需要对商法课程教学

进行改革，合理安排课程，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以及教材版本，让

学生掌握最新的法律知识，这样学生毕业后才能在法律专业如鱼

得水，成为行业翘楚。

一、高校法学专业商法课程教学现状

（一）教学手段单一

法学专业和其他专业不同，对于理论性的知识，学生不仅需

要理解，更需要熟记，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如何依法办事。商法课

程理论性较强，涵盖的知识点多而复杂，为了让学生将商法中的

法律条文都铭记于心，教师往往会采用灌输式教学模式。这种教

学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是对于学生的

未来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他们思维活跃，

对许多新鲜的事物都充满兴趣，教师一味强迫他们学习，慢慢就

会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变为学习的机器。随着社会的发展，

国家也一直在修订法律法规，以求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益。学生

对法律没有兴趣，离开学校后，他们也就不愿意再主动学习法律

知识，这就导致学生极容易被行业所淘汰。

（二）学生兴趣不足

踏入高校后，学生有了更多的自由，萦绕在学生身边的不只

有手机、电脑，还有旅游、恋爱等。和这些比起来，枯燥的商法

知识无疑难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很多学生

会出现敷衍了事的情况。商法课程中需要掌握的知识点非常多，

学生即使聚精会神仔细听讲，也不一定能理解并熟记每一条法律

法规。所以，学生学习兴趣不足，听课不认真，慢慢地就会跟不

上课堂的节奏，根本不知道教师在讲什么，也就无法掌握商法知识。

（三）教学内容滞后

法律知识必须是与时俱进的，如果学生学习的法律是修订之

前的，那么毕业后，学生也就无法把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

这很容易导致学生失去行业竞争力。目前部分高校在商法课程教

学中，都存在教材落后的现象，即学生所学习的并不是最新的法

律条文。那么，学生所学的知识不仅没有实际意义，反而会扰乱

学生的思维，阻碍学生课外自主学习商法的知识。课堂教学内容

一般都是围绕教材展开的，高校的商法教师很少会将最新的法律

知识融入课堂教学，让学生从新旧知识的对比中去体会法律知识

的内涵。这就导致学生不明白法律的真谛，也不懂得如何活学活用，

所以毕业后也就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四）课程设置不合理

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学生无法掌握商法知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部分学生在踏入高校前，根本没有听过商法这两个字，更不知

道商法的作用。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学生想要掌握商法知识无

疑是非常困难的。然而部分高校在课程安排时，直接把商法放在

了大一的第一学期，这就导致学生的学习过程难上加难。此外，

由于学生需要学习的专业知识比较多，部分高校在商法的课程设

置上还存在严重不足的现象，每周只会安排 2 ～ 4 堂商法课。时

间紧迫，需要掌握的知识比较多，学生的理解能力又差，面对这

种教学现状，很多教师就会选择灌输式教学模式，这就导致商法

的课堂教学效率一直无法提升，学生对商法课程也一直没有兴趣。

（五）师资力量薄弱

师资力量不足是部分高校面临的严峻现状。商法学的专业性

特别强，只有专业的教师方能挖掘出教材中深藏的知识，提高学

生的知识水平。然而，部分高校却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只得安排

其他学科的教师来担任商法课程的教师。教师的专业能力不足，

很难取信于学生，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此外，高校商

法学的教师大部分都理论有余。实践不足，他们并没有真的处理

过法律案件，在教学时都是照本宣科。所以，教师教授给学生的

知识都比较死板，传递给学生的解决问题方式也比较陈旧，这就

容易使学生思维堵塞，真正参与到律师岗位中，不知道该如何处

理手中的案件。

二、高校法学专业商法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一）案例教学，丰富课堂内容

学习商法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交易中所产生的纠纷，让经济

市场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行下去。在教学中，教师如果一味采用理

论教学，那么学生就会感到枯燥，也无法发现商法知识的价值。

为此，教师就需要调整教学思路，采用案例法展开课堂教学。例

如：课堂上通过为学生播放《大家看法》等法治节目中的一些案

例故事展开教学内容，学生的注意力就能更好地留在课堂。而通

过让学生分析案例，提出解决策略，学生也懂得如何将所学知识



138 Vol. 3 No. 08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改革与实践

运用与实际案件，提高商法学习的灵活性。所以，在课堂教学时，

教师应该精心挑选案例，让学生在主人公的故事中学习商法知识，

并学会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替他人维权。

（二）网络教学，培养学习兴趣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想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教师就需要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重视商法知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网络教学手段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商法课程教学中，

教师也可以利用网络展开教学，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促使学生课后主动学习商法知识。例如：

教师可以利用微课展开课堂教学，这样学生就能在生动有趣的知

识点讲解中，逐渐发现课堂教学的趣味，从而改变对商法课程教

学的看法。同时，学生发掘出微课的乐趣后，也会利用课余时间

主动学习商法知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

都会产生不同的疑问，为了即使为学生解答，教师也可以建立微

信群，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

（三）教学实践，学会学以致用

想让学生重视商法知识，教师就可以开展教学实践。在商法

的课程教学中，很多教师都认为，只要让学生熟记基本知识即可，

待学生步入工作岗位后，他们自然能将所学的知识和真实案件相

结合。其实，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学生没有实践的机会，他们

的思维就会被禁锢，只会生硬地背条文，而不懂得如何灵活运用，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次，没有亲眼所见，没有亲身体验，学

生就认识不到商法的重要性，在学习时，就会产生敷衍的心态，

这就使得学生的学习效率一直无法提升。所以，想要让学生重视

商法，并学会学以致用，教师就需要开展课堂实践。例如：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还能让学生了解司法程序，明确工作流程。此外，

在课程教学中，教师也可以为学生创设情景，让学生进行模拟法

庭处理案件的流程，这样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还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内容改革，提高知识实用性

目前，我国高校商法课程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落后，教材落

后的现象，这就导致学生所学的知识无法满足行业需求。为此，

当商法的法律法规出现大幅度调整时，学校就需要及时更换教材，

以保证学生掌握最新的法律知识。此外，教师也需要随时关注商

法的最新知识，并注意将这些知识融入课程教学中，这样既可以

丰富课堂内容，还能让学生对教师产生信服感，从而主动学习专

业知识。举例是让学生掌握商法知识的重要渠道之一，为此，在

课程教学中教师就可以搜集相关的案例，为学生解析，让学生透

过案例学习知识。通常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案例库，教学中采用

的例子也是固定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部分案例可能已经不

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为此，教师也需要不断浏览新闻，学习

新的知识，为学生举最新的案例，这样才能吸引学生兴趣，有效

提高课堂效率。

（五）优化课程，提升学习效率

合理安排课程，对学生掌握商法知识非常重要。由于商法学

的知识对于没有法律知识基础的学生来说非常难以掌握，所以学

生可以将这门课程安排在答大一的第二学期。经过第一学期的学

习，学生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法律知识，这时学习商法知识就会简

单很多。此外，学校也应该适当为商法学多安排几节课程，以保

障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开展实践教学，将知识有条不紊地教授给学

生。这样学生也能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学习知识，提升学习效率。

（六）强化师资，提高教学水平

教师的专业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学生的学习高度，所

以想要提高商法学的教学效率，学校就必须加强师资力量的建

设，打造一支尖端的教师队伍。为此，学校不仅需要定期为教

师进行培训，还需要鼓励教师去参加行业交流会，以保证教师

时刻站在行业的前沿，掌握最新的法律知识。此外，学校也需

要提高教师的实践水平，这样教师教授给学生的知识实用性会

更强。在课程教学时，教师也能通过实践案例为学生带来最深

的感触，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商法知识。教师参与实践的方式有

很多，比如：教师可以去律师事务所，协助处理一些案件，也

可以和司法部分合作，全程参与案件的审理。这样不仅有利于

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避免发生纸上谈兵的情况，还有益于开

拓教师的思维，提升教师的眼界，促使教师摸索出更多的教学

方式，提升教学效率。

三、结语

商法学是法学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学好商法知识对学生未

来的发展十分重要。目前商法专业的教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为

了提高教学效率，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商法知识，学校就需要合理

安排课程，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以保障学生能够有充足的时间，

掌握最新的商法学知识。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需要注重

课堂改革，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主动学

习商法知识。同时，在课程教学时，教师也需要为学生提供实践

的机会，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还能开拓学生的

思维，让学生懂得学以致用，满足未来岗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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