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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高校开展法学专业教育以来，已有近700所高等院校
相继开设了法学专业。然而，法学专业的就业情况不甚理想，
甚至从2005 年开始法学专业的就业情况出现了下滑的情况，成
为较难就业的专业之一。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法学人才的社会
需求理应十分巨大，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针对这
一问题，中央政法委和中国教育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实施卓越
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明确指出了高等
院校要注重法学专业人才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育的目的
是整个教育行为的价值追求，而法学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将法学
专业人才培养出法律头脑。关于如何转变观念，深化法学教学
改革，创新法学教学模式，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将法学专业理
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紧密结合起来，是当前我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
教育改革面临的重要命题。

1  法学专业教学模式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化改革阶段，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日新月异，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而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也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因此，当
前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地转变法学人才培养思路。
当前，对传统法学专业教育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1社会发展需求
社会稳定发展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的，在当前社会经济快

速发展的情况下，难免出现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的因素，完善的
法治体系能有效规避风险。因此，法学专业的人才教育需要适应
社会发展需求进行改革，结合经济发展需求转变人才培养思路。

1.2多元化信息时代的冲击
互联网时代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生活方方面面均受到深

远的影响，同时也给法学专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变革，新的技术方
式带来了新的教学模式，传统法学教育也打破了原来的局限，多
元化信息时代的特点对传统法学教育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1.3经济全球化格局下的新需求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格局的背景下，国际法律的安全发展需

要拓展和完善，法学专业人才同时也会要求具备国际视野和胸襟，
国际法律知识体系也给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

2  法学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究
2.1转变教学理念
法学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去引导学生学习的主观

能动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在课堂教学上，潜移默化地引导
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2.2优化培养目标
法学专业的教育目标不应仅限于传授专业法学知识，还应强

化学生的道德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引导。在学生学习法学知识的同
时注重法律意识的思维发散，引导学生养成职业道德的意识，形
成正确的三观，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2.3完善法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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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社会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法治建设也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带
来的各方面不足均需要同步进行完善。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激增，这也给高校的法律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
改革要求。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明显的投入不足和诸多缺失。如何实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扎
实法学理论基础和较强实践操作能力同时兼备的应用型法学人才，是当下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教育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本文结合当前高校法学专业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针对高校如何进行法学教学改革进行探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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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的基本理论课程需要进行优选，核心课程基本上已
经涵盖了法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在这些核心专业课程中，教师应
该结合每门课程的专业应用方向进行优先级的安排，充分发挥核
心法学课程各自的作用。另外，当前法学专业课程的实际教学过
程中，注重以书面知识为主体的理论教学，这样导致难以适应社
会对法学专业人才的能力需求。因此，法学专业课程应该与时俱
进，结合社会发展需求进行改革，注重法学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将
实践技能与专业训练紧密结合起来。法学课程的改革，也需要教
育人员制定出适应社会需求的科学教学计划，同时提高专业实践
课程的占比。

2.4创新教学模式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需

要增加社会实践来使专业技能得到提升。在加强实践技能训练上，
常采用的是案例教学模式，有两种操作方式：明式教学和讨论式
教学。说明式教学主要依靠教师对案例进行介绍讲解，从而引导
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进行案例分析，提升知识的掌握度。讨论式教
学则不进行单一的理论知识讲解，而是挑选极具代表性的真实法
律案例来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分析总结出自己的结论，更有效地理
解并掌握知识。整个过程充分自主，考验了学生运用法学知识的
实践操作能力，在提升教学效果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法学知识在理解上一般具有一定的难度，为了引起学生
学习的兴趣，可以给学生创设合适的学习情境来引导学生理解知
识，这种身临其境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感受司法氛围，加强法
学课程知识点的理解程度。在法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借鉴西
方的教学模式，模仿在法学院设立法律诊所的做法。由执行律师
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课堂，接触社会实践，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的难
点问题，通过法律诊所让学生来体验法律的社会作用，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  总结
法学专业教育模式的改革，是社会发展对高校法学教育提出

的更高要求。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法学专业课程教学要紧
密结合社会发展需求来进行优化升级，并完善法学专业课程的教
材设计，以优化教学模式的角度为出发点，积极促进法学专业教
学模式的改革，为社会发展培养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综合
法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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