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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善用课程思政是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

的有力保障

课程思政是我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创新改革成果

之一，它最先发端于上海，在取得了比较显著成果的情况下在

全国全面铺开。课程思政的实施，改变了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

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由思政课教师独立承担并支

撑的局面，它让所有教师、特别是专业课教师都广泛参与到学

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形成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是高校全

面贯彻“三全育人”的有力举措，有力支持了高校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的开展和育人成效的提升[1]。

1.1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善用课程思政是高等法学教育落实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重要举措

高等学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高等法学教育在法治

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法治人才是指具有丰

富法治知识，娴熟法治技能、符合特定和法律道德标准，从事

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工作的专门人才。法治工作

是政治性、专业性、技术术都比较强的工作。从法治人才的政

治性来看，法治人才中的立法、执法、司法人才手中都掌握着

很大的国家权力，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政治思想

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治理和秩序，甚至关乎国家的安

危；法治人才中的法律服务人才，如律师、公证员、仲裁员、

调解员等，他们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政

治思想素质好坏也关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关乎国家的发展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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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高等法学教育承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

命，就要坚持服务和服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适应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培养高素质法

治人才，要按照总书记对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提出的四个“忠

于”的要求，为党的事业赓续发展培养接班人，为法治国家建

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善用课程思政，可以

在法学实践课教学中有机植入思政教育元素，让学生在法律实践

中巧妙地接受到思想政治教育，使党的创新理论及时传达至每一

位法科学生，并在实践课程教学中培育法治精神、法律思维和

职业伦理，增强政治意识，提振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伦理。

1.2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善用课程思政是高等法学教育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法兼修、明法笃行法治人才的必然要求

2017年5月3日，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对高等法

学教育法科学生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希望法学专业广大学

生德法兼修、明法笃行，打牢法学知识功底，加强道德养成，培

养法治精神，而且一辈子都坚守，努力用一生来追求自己的理

想。”高等法学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法治人才，

要以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讲话精神为遵循，在传授好

学生法律专业基本知识、基本理论、让学生形成系统的法律专业

知识体系、锻炼并掌握好法律职业技能的同时，加强法科学生的

政治素养、思想道德修养的锤炼。在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善用课

程思政，充分利用实践基地优秀法治文化陶冶学生，利用实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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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优秀法治榜样人物事迹示范学生，用实践基地优秀治理成果激

励学生……在培养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同时加强学生政治思想、

职业伦理的锤炼，使法科学生们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有法治本领的人[3]。

1.3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善用课程思政是高等法学教育解决法

学教育根本问题的内在要求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才培养问题，即“为谁培养人、培养

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聚焦

于法治人才的培养，即“为谁培养法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法

治人才、怎样培养法治人才”。法治人才不仅需要具有扎实的

法学专业知识，娴熟的法律职业技能，还要有“热爱社会主义

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政治

素养。培养思想政治素质高的法治人才，在法学专业实践教学

中善用课程思政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实践教学既是法学专业教学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培养学生法律职业技能的重要载体，同

时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渠道[4]。

2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充分挖掘好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是法

学专业实践教学善用课程思政的前提和基础。法学实践教学课程

多，实施的场所也比较广泛这一特点给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课程

思政的实施带来了一些困难，但也为挖掘实践教学中的课程思政

元素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充分挖掘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课程思政元素，要以法学类专

业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为遵循，挖掘内含“忠于党、忠于国家、忠

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元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价值元素，表现为“忠诚担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清正廉洁”的

职业伦理元素，表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善于定分止争”的创新

思维、法治思维元素等。

2.1政治教育元素

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法治思想的指导有机融入法

学实践教学中，在实习实践中深刻理解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

领导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落实；掌握法治国家建设的现状，增强建

成法治国家的信心；了解法治为民的意义和具体落实情况，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利益至上的法治情怀；在实践教学中了解法

治人严格依法立法、依法执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从事

法律服务的情况，牢固树立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努力培养法科

学生成为听党话、跟党走的优秀法治人才，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5]。

2.2价值观元素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学专业实践教学过程，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树立为法治中国、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奉献法治智慧的责任担当意识。培养法科学

生正确的道德观、浓郁的家国情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法治自信。在实践

教学中深刻理解诚实守信在维护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

要作用。

2.3职业伦理元素

在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要有意识培养学生的职业代入感，

清楚法治人才的岗位性质、工作要求，工作内容，职业伦理，了

解忠诚党的法治事业，是法律人的最根本的职业伦理，担当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责任是法律人的基本职业伦理要求，清正廉洁是法

律人的职业基本操守，扎根基层、吃苦耐劳是法律人的基本工作

态度。

2.4创新思维元素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是培养法科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法

科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碰到的法律案件或法律事件与他们在大学课

堂上老师所讲的内容有时有很大的区别，这些案件或法律事件是

一个个真实的、具体的案件，如果光靠套用书本上死的知识或法

条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因此，在法学专业的实践教

学活动中，指导老师要引导学生善于质疑，善于发现问题，善于

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路径。

3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善用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3.1实践教学动员时课程思政的融入

实践教学动员是对学生进行的关于实践教学活动意义、目

的、要求和具体安排等内容的教育活动。实践教学动员会是在

实践教学开展前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活动，此时的学生大多对即将

进行的实习教学活动充满期待，心理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预期，这

时指导老师如果能有针对性地利用学生这种心理预期，巧妙地对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产生较好的教育效果。因此，在实

践教学动员会上，指导老师要结合学生的心理预期比较具体地介

绍实践教学的意义，要从理论知识的巩固、实务能力的提高、法

学理论与实践有结合、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创新思维的训练、法

律职业伦理的培育等各方面进行介绍。实践教学不仅要向学生讲

明实践教学活动目的和要求，明确实习的意义，更要有针对性地

向学生讲清实践教学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提升、职业精神的锻造、

法治精神的训练的意义[6]。

3.2实践教学进场时的课程思政融入

学生进入实践教学基地进行法律实务实习时，一般基地

（如法院等）负责人会组织一次实习生与指导法官的见面会，有些

法院还会组织实习生参观法院的法治文化建设成果展。在与指导

老师的见面会上，将法治思维、法治自信等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其中，法院负责人要对法院工作、法官的工作要求向实习学生

进行明确，让学生感受到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权威性，法官

工作的严肃性，工作内容的神圣性。通过对各法院文化的参观了

解，要让学生了解各法院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成就，进而全面了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司法工作发展的伟

大成就，了解各法院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做出的伟大贡献，充满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

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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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实习过程中课程思政的融入

一般来说，法科学生进入法院等实习基地实习时间都在2－

3个月，实习的内容包括了书记员助理、法官助理等实习工作内

容。在承担书记员助理实习岗位上，实习生们主要承担案卷整理、

庭审笔录、文书送达等工作。这一阶段实习工作中要将书记员工

作的严谨性、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等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其中。

实习学生承担法官助理实习工作，主要要在指导法官指导下锻炼

阅卷审查能力、了解开庭前准备工作内容、了解庭前证据交换的

主要方式和流程等；学习法庭调查、法庭质证、法庭辩论技能；学

习对法律事实认定的技能、对证据裁判的技能，学习裁判文书的

写作能力等。这一阶段的实习工作中要将法官在审判中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法持司法为民、坚持清正廉洁、坚持法律至上（忠于

法律）、创新思维等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其中，在润物无声中对

实习学生进行全面的政治思想、职业伦理、法律思维、创新思维

的锻炼[7 ]。

3.4在实习基地参与各种活动中融入课程思政

实习学生在各基地（法院）进行实习中过程中，在实习之

余还会参加法院组织的一些活动，例如法（制）治宣传活动、

全国宪法日活动，有些单位在周末还会组织一些郊游活动，或

者邀请实习学生党员参加法院的党日活动等。在各种活动中，

实习单位要把爱党、爱国、爱家乡、爱人民等课程思政元素有

机融入各种活动中，让学生在参加各种活动中油然而生对中国共

产党、对伟大祖国、对美丽家乡、对勤劳勇敢的人民的热爱之情，

锻造学生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素质品格。

3.5实习考核评价内含课程思政元素促实践教育效果提升

实习考核是实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要对实习工作进

行督促，也要对实习教学效果进行了解和评价。实习考核往往会

成为实习工作开展的指挥棒，引导实习工作的开展。在实践教学

中善用课程思政，要充分利用实习考核这个环节，把课程思政实

施情况、实施效果作为实践教学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一，实习检查时要求指导老师、实习学生作思想政治教育

专题汇报。在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实施过程中，一般法学院会在实

习教学开展的中期组织实习教学检查，检查的内容包括实习教学

开展情况，了解学生实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收获等。为

保证课程思政在实习教学中的有效融入、取得实效，检查中要求

指导老师（法官）对其在指导学生实习过程中是如何融入课程思

政元素，融入了哪些课程思政元素等情况作出汇报，同时要求实

习学生对其在实习过程中受到了哪些政治思想教育、职业伦理教

育、法治教育等情况进行汇报。检查小组要对实习过程课程思政

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指导下一步工作改进的方向。

第二，实习总结会要求各实习点对实习生思想政治教育总体

情况进行汇报。实习结束后，学院要召开实习总结大会，各实习

点要推选代表对各组实习情况进行总结汇报。学院要对实习学生

总结汇报内容作出要求，要求必须要有在实习期间接受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包括如何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主要教育效果

等内容。

第三，实习考核评价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情况及实效作为

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学生实习结束后，指导老师（法官）、

实习单位（法院）、教学单位（法学院）要分别对学生实习

进行评价打分。为保证实践教学课程思政的认真贯彻和取得实

效，要求无论是实习指导老师的评价、实习单位的评价还是教

学单位的评价都要将课程思政实施情况及效果作为重要评价内容

之一，权重各定在 30 % 左右。

总之，实践课程是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对法治人才培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法学教育对实践教学

重视不够，落实不力，影响了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新时代培

养具有四个“忠于”素质、高尚职业伦理、较强法律思维、

法治思维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法治人才，要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在

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在开展法学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要充分挖掘

课程思政元素，并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实践教学实施全过

程，并通过考核评价这根杠杆的作用，保证实践教学课程思政

的落实落地，实现在实践教学中巩固专业知识、锻炼职业技能

与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的有机统一，全面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

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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