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 (15)2022,4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186

法学专业题库建设的类型化分析

李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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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法学本科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详细阐述了题库建设的三种类型，卷库型题库、导向型题库和开放型题库，并通过三种题库

的特点分析，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适用性。提出在法学教育的变革中，不同的培养目标适用不同的题库类型，构建起培养多层次法

律人才的新型教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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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law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three types of question bank construction, 

i.e., the volume-based question bank, the guided question bank and the open question bank. Additionall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the 

three major types of question banks, their relationship and applicability are discussed. 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reform of law education, different training 

objectives apply to different types of question bank, and a new teaching and testing model for training multi-level legal talents is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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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考试是本科人才培养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检测阶

段性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基

于其重要性，考试改革也成为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执行的是教学和考试一体化模式（也称

为传统考试模式）。在该模式下，任课教师同时肩负着授课及出题

的责任。然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断

变化，传统的考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过去

法学专业考试中，任课老师考前划重点，学生突击备考，形成短时

记忆应对考试的情况，为保证学生全面掌握专业知识，在教学改革

的过程中提出了教考分离的新要求，有效避免了任课老师既作为知

识的传授者，又作为教学成果的验收者的双重身份。所谓“教考分

离”，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将教学实施过程和教学效果检验两个环

节剥离开来的一种现代教学管理方法。题库建设是实现教考分离的

核心内容，因此题库建设也应该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

本文在法学本科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现阶段题库建设的

三种类型，并分析其内在逻辑关系和适用性。

二、题库分类及特点

（一）卷库型题库

与传统教考一体化模式下课程由任课教师自己独立命题和评

分不同，教考分离模式下，试卷的来源由校院教学管理部门组织具

有经验丰富的少数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进行命题，通过筛选及优化组

合形成涵盖该课程主要知识点的标准题库，每次考试在题库中抽取

试题形成最终考卷。目前，卷库型题库是各高校最常见的一类题库。

这类题库具有以下特点 ：1. 题库建设相对容易，出题老师根

据教学大纲内容命题，一般按照题型进行分工协作 ；2. 题目数量有

限 , 一般 10 套试卷的试题量即可构成题库 ；3. 数据化存取，操作

方便，随机在题库中抽取组卷 ；4. 题型固定，主要包含选择题、名

词解释、简答、论述和案例分析等常见题型 ；5. 保密性强，任课老

师和学生在考前都不知道试卷内容。

目前，卷库型题库被广泛使用，无论是机考还是笔试，抽取

试题组卷都十分便捷，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暴露出此类题库的

一些弊端。首先，题库中试题的数量有限，10 套试卷的试题量无

法全面覆盖教学大纲中的知识点。而且，因为少量教师出题，受到

出题教师自身的研究方向和认知的局限，会存在出题的主观随意性

和不规范性，缺乏全面的论证和反复研究，试题的质量难以保证。

其次，系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组卷，存在不确定性。例如，同

一个知识点在选择题和简答题中都有题目，随机抽取时就可能会出

现该知识点重复考查的情况，系统不具有人工智能，无法进行识别。

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系统抽取后的试卷会交由课程负责人进行

查验修改，造成工作量增加。最后，由于此类题库对任课老师和学

生都是保密的，教学过程与考试验收是完全割裂开的，虽然有效避

免了教师划重点等行为，但是对于教师把握教学方向，改进教学方

式，提高教学水平还是缺乏导向性帮助的。

（二）导向型题库

自 2002 年首届国家司法考试开考以来，积累了大量理论结合

实践的法学专业试题，这些试题成为了各大培训机构反复讲解演练

的经典试题。到 2018 年 4 月 25 日司法部审议通过并公布了《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并宣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改

革后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无论在考试内容还是考查方式上都与法律

职业人才的素质要求更加契合。中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激励着法学

本科教育发生变革，也同样影响着题库建设的方向。

国家为实现选拔合格法律执业人员的目的，在考试的设计上

花费了大量精力。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从出题思路、考察知识点、答

题方法等方面为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提供了方向，也为题库建设的

试题设计提供了样本。将这类经典的国家级考试试题融入法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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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试题库，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此类题库建设不仅仅是要吸

纳这类国家级考试的试题，更关键的是要将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所传达出的精神，所侧重的考查方向融会贯通到题库建设中。

导向型题库是指在卷库型题库的基础上，强化了实践应用能

力的考查，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相结合的题库。

导向型题库具有以下特点 ：1. 题库考查的侧重点变化，由单

纯的理论性知识的考查，改变为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能力并重的考

查方式，这是顺应当前法学教育的历史使命的 ；2. 题量增加，不仅

增加了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更根据职业资格考试的考查

侧重点增加了应用型题目 ；3. 题型灵活多变，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试

题结构，增加了文书写作，案情辨析等题型，从题型设计上指导学

生学习的侧重点 ；4. 导向型题库对任课老师公开，指导任课老师的

课堂讲授。

导向型题库强调对于老师教学的引领作用。理论知识如何解

决实际法律问题，给法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种学习的新思路，在

专业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融入实践应用的理念，这对于学生尽快成长

为合格的法律执业者是非常重要的。不可辩驳的，法学专业的学生

面临就业的压力，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入场券”“敲门砖”，也是

目前检验法学专业学生法律道德有否偏差，基本功是否扎实，应用

能力是否强大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通过导向型题库的建立使用，

让学生在扎实的理论功底下，增强实践应用能力，无疑对于学生通

过考试，尽快适应法律执业者的工作具有很大帮助。

导向型题库的建立和使用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导向型题库

对建库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懂理论，精实践。因此，具有

法律实务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更为适合，但很多学校面临人才的短缺。

其次，导向型题库是面对任课老师公开的，这在形式上是违背教考

分离的。但是笔者认为相较于导向型题库的引领作用，对老师教学

思路开拓，公开是利大于弊的。教学思路的开拓和考试内容的变化，

使得学生可以及时调整学习规划，将法学教育学习与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相融合，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开放型题库

好的教育，应该是教师以科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组织

教学，改进教学方法，潜心钻研，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以实现传

道授业为目的 ；学生知道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应该掌握的技能，而

不是具体考试考的试题，学生清楚成绩的好坏取决于平时的努力程

度，取决于对所学课程掌握与理解水平的高低，而不仅仅是把题目

做对。

开放型题库为所有使用者提供一个开放的环境，使用者可以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随时查阅、使用自身所需要的试题。这类题

库是建立在广泛使用文字处理软件，高效数字化系统支撑的基础上，

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十分完备的题库。开放性题库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1. 试题量大，知识点全面覆盖 ;2. 题型多变，灵活性强 ;3. 主观题比

重大，标准答案不统一 ;4. 全面开放性，作为教材学习的辅助，师

生都可以根据需要检索查阅 ;5. 适配性高，各高校都可以根据需要

采纳使用。

开放型题库的主要作用体现在 ：1. 辅助教学，拓展教师教学

的维度，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任课教师可以更好的理解教学大纲

的要求，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避免出现以往授课的随意性，改变

惯性，实现突破。学生单纯对教材的学习，形式单一，比较枯燥乏

味，开放性题库可以帮助学生消化吸收，学以致用。2. 试卷的质量

得到保证，真正体现学生的学习效果。开放型题库中抽取试卷，通

过计算机技术手段高效准确的保证试卷的区分度，更好地检验学习

效果。3.减轻出题压力，各高校都可使用。开放型题库的建立并使用，

将任课老师从繁重的出卷中解放出来，更多的时间总结归纳，反馈

到平时的教学中，最终提高教学质量。

三、三种类型题库的关系及适用性

我国法学教育界长期被法学人才的培养应定位为“通识教育”

还是“职业教育”这一基本问题困扰，相关的争论也绵延不断。笔

者认为，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不可偏废。“通识教育”还是“职

业教育”都是围绕着法学人才培养目标展开的。这三种题库类型相

互联系，但又各有不同。

卷库型题库 导向型题库 开放型题库

题目数量
十套卷的数量即可形成题库，题

目较少
融入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题目，添加实践

性内容，题目增多
巨大量题目

题型 常规的试题题型 在常规题型的基础上增加新题型 题型灵活，同一知识点可以多种题型考察
考查侧重点 基础理论知识 侧重实践类题目 理论性和实践性题目并重

作用 考查扎实的理论基本功 考查灵活运用理论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用题目加深理解理论，融会贯通
开放性 对任课教师和学生保密 对任课老师开放 对老师和学生开放

建设难度 容易 较难 困难
学习要求 较容易完成试卷 较难完成试卷 大量的学习任务，需付出很大努力

卷库型题库、导向型题库和开放型题库这三种类型题库从形

成的过程来看，是逐层递进式的。但是在适用中，三种类型的题库

各有其适用的环境和背景，并不是开放型题库一定比导向型题库、

卷库型题库有绝对的优势。中国目前共有 600 多所法学院系，法学

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各有特色。不同的法学院系其培养目标的知识、

能力和伦理要求要紧密结合各自的办学特色予以设定，要实现一般

性和特色性的有机结合。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同样决定着题库类型

的选择。学术型法律人才培养、职业性法律人才培养，复合型法律

人才培养这三种不同的培养目标决定着培养模式的不同，在题库的

选择上也会有所不同，这是适应我国法律人才培养多元化的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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