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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模式也在不断的创新与优化，这说明传统的高校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的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以参照行政法学授课内容选用 适宜的案例授课方法，唯有如此才可以将案例

授课法的效果突显出来，从而推进行政法学教育方法的改进。突出学生在课堂之中的主体地位，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课程之中，教

师为学生讲解行政以及行政诉讼的基本概念，从学生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出发，结合行政诉讼的案例，分析其中蕴含的法学的基本

原理，笔者对多元化教学模式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进行仔细的分析与深入的研究，得出多元化教学模式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课程之中的运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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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主体的组织、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

程序以及对行使行政职权的法制监督，可以看出该法是对国家行政

机关的合法权利的保护，而且在各个行政主体出现一定的利益纠纷

的过程之中，行政法发挥出其应有的法律效力。在社会上，不同的

行政主体具有的法律权利各有不同，调整行政法律关系，并对其中

的社会关系进行一定的约束与规范，这属于是行政法规定的范围，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应注意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进

行明确，就能够把握行政法以及行政诉讼课程的整体思路。在理清

整体思路时候，就能够对行政主体以及法律责任有着大致的了解与

认识。而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的过程之中，教师要采用

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能够从多个角度对

案例进行分析，为今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等方面提供合理化的意见

以及建议。 

一、行政法课程授课法的构成要素 
现阶段，案例教学已经被普遍的运用在行政法课程之中，这是

因为行政法课程，对初学的学生而言显得难度较大，而且学生第一

次接触到这些名词，会有一种比较陌生的感觉，这些都是行政法课

程给人的第一印象，在学习的过程之中，教师可以尽可能的采用一

些简单的方式，对课程的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此举的目的在于，

能够让学生在理解基本概念的时候，能够在 短的时间内，将行政

法课程之中的基本概念以及案例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行政法课程

授课的思路，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之中，案例学习是学生学习行政法

课程的主要渠道之一，当然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也可以将自己

融入到行政法课程的案例之中，在理解案例的时候，能够从多个角

度，对案例进行理解与分析，这是一种较为高效的学习方式，而且

学生可以将案例场景融入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之中。在学习

的过程之中，学生也可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

值观等等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今后的高校教育过程之中，学生

全面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并在生活之中应用这些

知识，是课程教学的目的。因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高校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的发展，要与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详细来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构成要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行政法构成要素 

行政法是国内法律体系架构中， 为重要的一个法律部门。在

不同的国家中，其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以及所触及到的范畴等均有

所差异。每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对于行政法都有着各自的规

定，那么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或者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构成要

素并不是完全统一的，部分国家将行政法，视作控权法。然而，在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问题的研究过程之中，每一位研究人员，对于

行政法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理解与认识，都是莫衷一是的，这是因为

不同人员对行政法的概念理解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从基本的案

例出发，以部门行政管理工作涵盖的内容为行政法的主体，并且在

行政案例的选择上，以司法审查的案例为具体研究与探讨交流的素

材。 

（二）案例构成要素 

行政法课堂授课中，所选用的案例一般都是社会上发送的真实

案件或者案例，但是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教育教学过程之中，

这些案例上面的信息往往都被隐去，具体包括单位名、人名、地名

等信息，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之中，这些都以代号的形式出现，学生

在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案例的时候，在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的时

候，要讲求逻辑与思路，按照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处理的一般原则，

对案例进行分析，其中的案例具体包括行政执法方面的案件、行政

诉讼方面的案件等。 

（三）授课要素 

行政法授课，指的是法学课程教师将行政法课程之中涉及到的

知识以及活动等各项内容融入到其中，在讲解行政诉讼案例的时候，

注意将案例与知识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在理解起来就会更加容易，

而且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可以将自己遇到的案例进行归纳与整

理，将其中的授课要素提炼处理，授课要素要将案例授课法与课堂

讲授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而在案例讲述的过程之中，学生不仅要关

注对行政法以及行政诉讼理论的学习，更要从不同的方面，对案例

进行分析。这是授课要素作用的集中体系[1]。 

二、多元化教学模式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中的存在的挑

战 
（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师的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师，在课堂

教学的过程之中，要向学生讲述基本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知识，

为学生解惑，解惑的意思就是解答疑惑，而大部分的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教师，过于注重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理论知识的讲解，

而对于学生的思政素养有所忽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教师教学水平与能力有待提升，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师，

在专业课程的积累过程之中，对于理论知识的教学占用时间较长，

另外，在理论知识讲解之余，对于相关案例的贯穿显得不到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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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就要求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

养，才能够将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与案例紧密结合起来。高校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应该开阔自己

的视野与思路，就能够显著提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专业素养。 

（二）法律专业选取的教材需要改革 

尽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有教育部统一使用的马工程教材，但

作为参考或辅助的法学专业选取的教材需要改革，这是因为当前大

部分的高校，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材的编写过程之中，对于理

论内容的涉及部分较多，对于违法案件的涉及较少，因此，在高等

院校教材选取的过程之中，学生必然会接触到艰深晦涩的理论知识，

当然也会接触到各种类型的违法案件，在对这些案件分析的过程之

中，学生可以结合具体的违法案件，例如，石嘴山市惠农区农业农

村和水务局（以下简称惠农区农水局）对上述情况存在未履行监管

职责的问题。惠农区检察院遂于 2019 年 7 月向惠农区农水局发出检

察建议。2019 年 11 月惠农区检察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对其

中行政纠纷进行分析，并且明确其中违法的主体，在违法的主体明

确之后，学生就能够对行政纠纷展开分析，在本课程的教材上，教

师可以结合课程的各项要求，对教材进行调整，将理论部分的内容

相对压缩，在理论内容的讲解过程之中，教师可以将违法案件等内

容穿插在其中，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时候，能够将理论知识与

违法案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所学知识的应用，从这一点

可以看出法律专业选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教材，需要从

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且在教材的安排上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合

理安排理论知识与案例讲解的比重，为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

程的探索与实践提供合理化的依据以及借鉴[2]。 

三、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探索与实践优化策略 
（一）利用媒体技术，构建多元化教学的平台 

针对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的现状，主要要克服的教育

挑战就是要让教师与学生学会使用媒体技术，尤其在当下疫情风险

较大的情况下，构建多元化教学的平台，教师可以转变教学方式，

突出媒体技术教学在课堂之中的地位以及作用，在课堂中多组织课

堂活动或者小组研讨，并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久而久之就会全

面提升学生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掌握与理解的水平。例如在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的过程之中，教师们借助媒体技术，构建多

元化教学的平台，突出技术化的优势，为学生提供行政纠纷的案例，

然后将班级之中的学生按照小组进行划分，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让学生进行代表发言，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让学生在交流与沟通的

过程之中，提升自己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理论的掌握[3]。利用媒体

技术，构建多元化教学的平台就成为媒体对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思政课堂构建的优化策略之一。 

（二）将专业知识与案例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社会热点话题

进行探讨与研究 

充分挖掘各课程的思政元素，促使高校思政课程建设和教学模

式创新。将专业知识与多元化教学的平台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此

举的目的在于能够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高校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的过程之中，教师可以勇于创新，此项举措的

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的时候，注意力能够更加的集中，

学生在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之下，将专业知识与案例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而对案例进行全面性的分析。当然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之中，高校

教师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等三个方面的引

领，其目的在于能够让学生具有良好的意志品质，当然学生在学习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课程时，才能够对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权限

的基本内容，行政主体违法行为有整体性的认识，结合具体的案例

进行说明。2021 年 3 月 30 日 23 时许，申某驾驶一辆报废的夏利牌

汽车途经洋河市一交叉路口时，被正在执行任务的交通民警吴某等

人查获。交通民警决定暂扣申某驾驶的汽车并扣留其驾驶证，但申

某拒绝交出汽车钥匙，交通民警遂调来拖车将暂扣汽车拖走。其中

为关键的就是，对违法行为的认定，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及采取的

强制措施。 

（三）对学生在课堂之中的表现进行客观性的评价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专业的教学改革，

需要把握学生对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知识以及案例的理解，教师

可以对学生在每一节课的表现进行客观性的评价，并对学生在学习

过程之中的问题进行纠正，借助对法律案例的理解，加强学生的法

律素养，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师，需要结合本班学生的实际

情况，制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规划、课后训练、实践活

动等，并对学生在课堂之中的表现进行客观性的评价[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师在进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

备课时，可以借助多元化教学平台的案例。教师可以就这一案例让

学生畅谈自己对于案例的理解，并以法律性的语言表达出来，对本

案件之中的牵涉到的侵权行为以及后果进行仔细的分析与论述。在

班级中营造一个和谐积极的学习氛围，其次丰富课堂的学习形式，

创造良好的学习情境，以幽默的语言，对案例进行分析，并且让学

生说一说自己对于案例的认识与理解，并且阐明其中的法律观点[5]。

当然学生在完成本节课的任务过程之中，就能够对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的内容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在未来接触到类似的案例时，学

生就能够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现今社会的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校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课作为高校课程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

了社会大众以及学生的普遍关注，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之中，法学教

师要学会利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当然笔者认为，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将成

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的思路，笔者从行政法课程授课法

的构成要素出发，进一步对多元化教学模式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课程中的急亟需解决的困境， 后提出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

程的探索与实践的优化策略。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层面对行政法课

程中案例授课法展开深层次、全方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一件

值得积极去推动的事情。 

参考文献： 

[1]范贞.对分课堂模式下课程考核改革研究——以《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课程为例[J].中国报业，2020（02）：0002-0003. 

[2]李秀勤.信息化背景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课程教学改

革探讨——以平顶山学院为例[J].西部素质教育，2022，8（09）：

134-137. 

[3]吕武.后疫情时代在线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学》课程教学案例分析[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0，18（05）：06. 

[4]黄锡生，王中政.对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选择权的省思——

兼论《行政诉讼法》第 82 条的完善[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41

（5）：10. 

[5]张艳，王妮，张瑶.课程思政构建策略及路径——以《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为例[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0，36（06）：

05. 

作者简介：罗云方，出生年月：1978.12，男，汉族，湖南省常

德市，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行政法学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一流本科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项目编号：

TDYLKC202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