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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法律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改革探析

马梅凤 

( 重庆科技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 )

摘　要：现行高校法律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日臻完善，但仍存在评价手段和方法单一、评价标准过于注重结果、评价对象范围狭窄

等问题，新时代法治中国实践对法律人才培养提出新标准、高要求。基此，法律实践课程教学内容应予调整，教学质量评价改革势在必行。

秉承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素质发展为目标、以全程监控为手段和以多元评价为标准等原则，提出加强质量评价信息利用与反馈、制定科

学的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以及建构规范的多元实践课程评估体系等教学质量评价改革路径，以期为此类课程教学质量抬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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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legal	practice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improving	day	by	day,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such	as	the	single	evaluation	means	and	methods,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criteria,and	the	narrow	

scope	of	the	evaluation	objects.	China’s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in	the	New	Era	puts	forward	new	standards	and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ining	of	legal	

talents.	Based	on	this,the	teaching	content	of	legal	practice	course	should	be	adjusted,and	the	reform	of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is	imperative.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aking	ability	 training	as	the	core,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goal,whole-process	monitoring	as	the	means	and	multiple	evaluation	

as	the	standard,put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reform,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use	and	feedback	of	quality	evaluation	

information,formulating	scientific	practical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tandards,and	constructing	a	standardized	multiple	practical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of	such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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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法治建设单列专章予以论述，充分体

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重视。法律

专业人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保证，而法律实务课程建设

是我国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一环。诚然，法律课程实践性极强，

法律人才培养目标须依托司法实践方能实现。现行高校法律实践课

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日趋完善，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新时代法治中

国实践对法律人才培养提出新标准、高要求。基此，法律实践课程

教学内容应予调整，其教学质量评价改革势在必行。须多措并举优

化教学质量评价改革路径，以期为此类课程教学质量抬升提供参考。

一、高校法律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

高校法律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虽日趋完善，但仍存在评价

手段和方法单一、评价标准过于强调结果、评价对象范围狭窄等问

题。

1. 评价手段和方法单一。一些大学的法律实践课程在培养大

学生实践应用能力方面仍存有一些问题，致使课程难以完全实现预

设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目标。有的学者认为，课程讲

授主体（教师）、课程授课对象（学生）以及学校评估机制等皆为

引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部分高校的法律实践课程仍采取传统、

单一的方式进行评估，而对实践课程的编排、效果监测与评估机制

阙如，很难避免课程既定目标与现实效果的反差 ；即便有的学校制

定了较全面的学科评价指标，但法律实践课程之“应用性”“实效性”

并未凸显 ；有的院校要么对法律课程实践评价结果重视不够，要么

仅关注结果和数据，评估目标和任务亦不甚明确。究其原因，评价

手段和方法单一难辞其咎。

2. 评价标准过于强调结果。高等教育引领现代化强国建设，须

完成由单一的知识传授向知识、能力、素质目标并举的转变，因应

此变化，实践课程教学内容亦应予调整。高校法律实践课程“重结

果、轻过程”之评价标准依然存在，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估机制极易

忽视学生参与，课程实践环节有“走过场”之嫌，这不仅有悖于“以

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传承，而且亦难以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理论

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更甭提为国家培养“大国工匠”了。

3. 评价对象范围狭窄。一些高校法律实践课程的评估对象仅

限于师生，即使法律实践部门根据课程安排确实参与了该课程实践

环节，但学校在制定法律实践课程评估标准和程序时，仅将本校师

生作为评估对象，大大缩小了评价对象范围。无评价标准约束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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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实践部门，势必暗示其无需尽心尽职，课程实践效果大打折扣则

在所难免。

二、高校法律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改革之原则

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结合社会人才实际需求，遵循以能

力培养为核心、以素质发展为目标、以全程监控为手段和以多元评

价为标准等原则，对高校法律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进行改革。

1.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高校法律实践课程的设置与考核，与高

校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目标密切关联。法律实践课程成效评估，须

结合社会需求，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司法实践的能力。因而，在探讨

课程评价指标时，紧紧围绕能力培养这一核心，邀请业界精英、校

内外专家参与评估有关法律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并对课程改革执

行情况进行评析，以检验评价指标成效，及时修正、弥补短板，最

终实现人才培养之终极目标。

2. 以素质发展为目标。素质教育乃教、科、文以及政治、经

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其旨趣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大学素

质教育必然以追求大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因而，不断抬升大学生

整体素质是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高等院校必须立足新发展格局，紧密中国式现代化对法律

拔尖创新人才的紧迫要求，走内涵式教育发展道路，全面谋划人才

培养方案，优化法律课程理论与实践结构布局，以素质发展为目标，

重新设计法律实践课程教学环节，修订课程评判标准与程序，力争

在法律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所新突破。

3. 以全程监控为手段。传统的教学管理体制很难对校外企业、

实习实践基地等进行有效监督，法律实践课程的部分内容如需在校

外实训基地完成，该部分内容的教学质量监控亟待解决。倘若放任

自流，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基此，以“课程 -- 实践 -- 评价”为主线，

健全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建构实践单位导师与学校联合抽查制度，

以期实现法律实践课程全过程教学质量监控，达到实践教学质量与

教学效果的高度统一。

4.以多元评价为标准。传统的法律实践课程评价对象范围过窄、

评价方法单一，立足新时代法律创新人才的紧迫需求，建构多元、

开放的法律实践课程质量评价体系，并将评价对象范围予以拓展 ；

与此同时，坚持外在评估与自我评估统一，确保课程评价的客观与

公正，助推教学质量提升。

三、高校法律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改革之路径

教学质量是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我国高

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校服务科教兴国战略的前提和保证。培

养满足国家创新发展需求的法律工匠，必须建构科学、有效、规范

的法律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为此，须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

1. 加强质量评价信息利用与反馈。高校法律实践课程教学质

量的评价工作，应在获取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有序推进。通过运用互

联网和自媒体技术，不断改进信息收集方法、拓展信息获取途径，

整理、分析、甄别有价值的教学质量信息，并将其反馈到相关教师

及教学单位，以便其及时修改、完善相关内容，优化课程布局和结构。

2. 制定科学的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为确保法律实践课程

目标的实现，须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大纲、实训规程或教学指

南，在此基础上合理设计实训内容，并依据内容择取科学的实训方

法。如何检验法律实践课程目标达成度抑或效度，往往通过相关职

能部门的评估进行衡量。评估结果客观公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教学质量评价标准是否科学，因此，制定科学、客观、公正的

法律实践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标准，是准确而客观反映实践课程教学

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前提和保证，依此标准所进行的评估结果反馈，

对教师会产生正确的引导和激励作用，进而促使其进行相应的改进，

达至法律实践课程的预定目标。

3. 建构规范的多元实践课程评估体系。多数高校的校内实践

教学评估工作由本校教学督导组成的评估小组来完成。毋庸置疑，

教学督导教学经验丰富、能力出众，客观公正严督查，细督善导促

提升。毕竟术业有专攻，督导无法做到对所有教学内容了如指掌，

为保证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建构符合现代高校教学管理体制、科

学规范的评估体系乃大势所趋。为此，评估小组应吸纳校外知名专

家参与其中，抑或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价主体，借鉴兄弟院校实践课

程评估体系，强化实训过程控制，不断优化校内评价指标体系，达

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之目的。

结语

立足国家新时代对创新应用型法律人才的紧迫需求，结合学

校定位、发展战略和目标，强化与法律院、所及实习实训基地深度

合作，推进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优化人才培养

结构层次，制定客观公正的法律实践课程评估标准，建构科学、合

理、规范的法律实践课程评估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法律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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