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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学改革探索 
李静怡 

（云南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面临授课内容庞杂、教学模式单一、实践教学不足的困境。教师需要树立以

学生学习为中心，以能力形成为导向，强化自主学习，强调实践教学的理念，通过整合教学模块，融入课程思政来重构课程体系，

采用“线上+线下”、“理论讲授+实践教学”的教学模式，灵活运用多元的教学方法，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增强

学生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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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teaching in 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mode，the plight of a single，lack of practice teaching. Teachers need to be set up to student learning 

as the center，the formation ability as the guidance，to strengthen the autonomous learning，emphasizes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teaching，by integrating the teaching module，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education to reconstruct the course 

system，using "online and offline"，"theory teaching and practice teaching" mode of teaching，flexible use diverse teaching 

method，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strengthen students' sense of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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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课程定位与学情分析 
《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学》是控制行政权的一门公法学，其目

的在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该门课程作为全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 14 门核心课程之一，在法学教

育中具有重要地位。根据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本课程的教学目

标是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树立依法行政理念，掌握行政法的基本

理论与核心制度，使学生了解我国行政法的基本框架，熟悉行政法

的具体制度，运用行政法律规范处理行政纠纷，将学生培养成为具

备坚定法律信仰、扎实法律知识、娴熟法律技能的复合型法治人才。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授课对象一般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他们学习态度普遍端正，思维比较活跃。在大一时，学生已修《法

理学》、《宪法学》、《民法学》等课程，掌握了法学基础理论，这为

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由于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的教学内容不像民法课与学生的日常生活高度链接，学生

对行政机关及其运作了解甚少，对行政法现象缺乏具象感知，需要

教师加强引导与启发，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思维。此外，大学分学生

对未来从事法律职业充满期待，但是行为选择与法律信仰之间存在

冲突，理论储备与实践能力之间存在落差，尤其需要教师在日常教

学中重视学生法律信仰的塑造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面临的痛点剖析 
（一）学生面临的痛点 

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过程中，影响学生学习效果，制约

学生全面发展的“痛点”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缺乏具象感知，学习兴趣不足。相对民法而言，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的内容比较“高冷”，不具备“亲民”的特点，这主要是因

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认知存在一定

差距，学生普遍认为行政法比较抽象难懂。相对刑法而言，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的内容又稍显枯燥，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明显

不足。 

2.学习难度较大，存在畏难情绪。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内容

繁多、包罗万象，加之行政法的内部规范较多、变化较快，实体法

与程序法密切联系，使得该门课程一直是法学主干课程中学习难度

较大的部门法学科之一。加之学生缺乏行政管理事务的相关经验，

对行政机关的运作方式不甚了解，面对庞杂的课程体系，学生极易

产生沮丧情绪。 

（二）教师面临的困境 

1.授课内容庞杂。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内容较为庞杂，涵盖

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救济三大板块，仅行政救济板块就涉及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三大内容。但是，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的课时有限，多数院校只开设一个学期（一般 72 个学时），庞

大的教学体系与有限的授课学时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为在规定的课

时内完成教学任务，部分教师只能择重点讲授，这导致的结果是教

师展不开、说不透，学生缺乏对课程的体系化认知，师生之间的交

流互动也因课时有限明显不足。 

2.教学模式单一。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的教学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教师一般依循概念界定——制度阐释

——法条解读的脉络进行理论讲授，偶尔辅以案例分析，而这些案

例多为证实理论而进行改编。[1]在这种“黑板式”的教学模式下，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锻炼，法律思维也并未得到有效

训练，学生上完课后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原理仍然云里雾里，

学习的获得感并不高。 

3.实践教学不足。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

模式以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救济为主线，偏重对核心概

念、基础理论和法律规范的分析和解读。这种偏重理论的教学模式

尽管有利于深化学生对基础理论的掌握，但也容易导致课程教学僵

化。法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法学学生除了需要具备法学专业理

论知识外，更需要树立法律思维，学会法律论证，运用法律规范，

解决实务难题等实践能力。遗憾的是，由于课时有限，部分教师在

教学中选择性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养的塑造。 

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改革创新实践 
（一）更新教学理念 

如前所属，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理念滞

后，教师处于主导地位，以理论讲授为主，课堂互动较少，教学效

果并不理想。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为实践性较强的一门学科，教

师在教学内容上除了要注重体系化的理论传授外，还需要强化法律

方法的训练与法律思维的培养，而不应以僵化的知识传授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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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律会被修改和废除，新的立法也会层出不穷。基于此，教师

需要树立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能力形成为导向，强化自主学习，

强调实践教学的理念，重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

法，完善评价体系，如此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谙熟法学知识、通晓

法学理念、具备法律思维、富有正义感的新时代法治人才。 

（二）重构课程体系 

1.整合教学模块 

由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内容与教学时间之间不成正比，

导致教师无法系统化讲授。对此，教师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提

炼。本着兼顾行政法与诉讼法内容、兼顾完整建构学科体系与重点

讲授基础知识的原则，可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分为基础理论、

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救济法四个模块，每一模块下根据

教学重点与难点设置相应专题。基础理论模块可设置行政法概念、

行政法体系、行政法原则、行政法法源四个专题；行政组织法模块

可设置行政主体、公务员法、行政编制三个专题；行政行为法模块

可设置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其他行政行为三个专题；行

政救济法则设置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三个专题。采用模

块化与专题式教学，教师可做到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 

2.融入课程思政 

教师在重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体系时需要深度挖掘各教

学专题蕴含的思政元素，向学生传递我国政府依法行政、规范权力、

高效便民等理念，加深学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

解，提高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增强学生对

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使“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无缝对接，最

终实现培养“德法兼修”法治人才的目标。[2]例如，在行政法基本原

则专题中，关于信赖保护原则，教师可以结合焦志刚诉和平公安分

局案，融入诚实守诺的思政元素，使学生理解维护政府公信力的意

义；在公务员法专题中，关于公务员的录用机制，教师可以结合大

学生村官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崇德向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

功立业；在行政协议专题中，可结合亚鹏房地产公司诉萍乡市国土

局案，引导学生树立契约精神。 

（三）创新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模式既能体现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的引导与启发作

用，又能发挥线上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互动。为提升课程教学的实效性，增强学生的获得感，教师需要改

革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线上+线下”、“理论讲授+实践教学”的

教学模式。就线上教学而言，教师可以利用 MOOC 平台上的优质资

源开展线上教学，进行线上指导，推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创新。

就线下教学而言，教师需要优化教学设计，通过“课前自学——课

上导学——课后拓展”实现线上课堂内容与线下教授内容的有效衔

接。课前自学阶段，教师可以通过学习通推送预习资源及任务书，

学生以“亮考帮”的方式完成预习任务。“亮考帮”任务书包括三个

部分，“亮闪闪”汇总预习过程中已经学懂的部分，“考考你”汇总

已经学懂但是觉得别人可能存在困惑的部分，提出问题来挑战，“帮

帮我”汇总预习过程中不懂的部分。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了解学生

学习的薄弱点，及时调整教学思路。课上导学阶段，教师针对学生

学习的薄弱点进行理论讲授，同时可以案例研习、小组研讨、情景

模拟等课堂活动开展课堂互动，深化学生对专题内容的理解。课后

拓展阶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阅读经典文献、开展法制宣传等

活动来拓展学生学习的深度与广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为实践性较强的一门课程，教师在教学

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重视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具体而

言，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设计相关的实训任务，使学生在小组分

工、资料收集、情境模拟、交流分享等实践环节中深度参与学习。

例如在行政许可专题，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到工商、公安、税务、海

关等行政机关办事大厅进行社会实践，让学生建立对行政法的真实

感受。此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调

查研究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接受锻炼，

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四）改革教学方法 

改革教学方法对于教学实效性的提高至关重要。教师可以根据

课程教学的需要，创造或还原特定的场景，灵活采用案例研习、情

景模拟、小组讨论、模拟法庭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在体验中获得知

识，实现课程教学目标的高效达成。具体而言，案例教学既能够让

学生通过案例实现具体法条与制度原理的链接，又能让学生掌握解

决问题的职业技能，培养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实现知识传授与能

力培养共进的教学目标。为了提高案例教学的有效性，教师需要设

计来源于生活，但髙于生活的改编案例，尽可能生动有趣，贴近生

活。[3]同时，引导学生在课下阅读判决书、撰写法律文书来训练职业

技能。情景模拟是通过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情境，引导学生模拟

再现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使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教学内容，强化

技能训练的一种教学方法。[4]鉴于学生对行政机关及其运作缺乏具象

感知，在讲《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专题

时，教师可以设置相关情景，让学生自行策划，通过情景模拟的方

式再现行政执法的场景，以理解相关制度的设计原理及程序要求。

此外，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教学专题设置贴近学生实际的实训任务，

调动学生自主探究的积极性。例如，在讲《行政许可法》时，可以

让学生查询相关资料，以小组为单位绘制申请公司登记的流程图或

是申请律师执业证的流程图，通过对比认识普通许可与核准在流程

上的区别。此外，教师还可针对争议较大的案件，在课程中设计课

堂辩论环节，加深学生对行政争议及相关制度的理解。 

（五）完善评价体系 

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对学生的考核评价就不应

局限于期末考试成绩，而应将整个学习过程纳入考核体系。线上平

台的成绩综合考虑慕课学习情况、上课签到情况、线上讨论的参与

程度以及线上测验等；线下考核主要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与课后任

务，如回答提问、资料收集、参与讨论、小组展示等，重点考察学

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各考核要素所占权重可以设置如下：

微课视频（线上）占 5%、课前测试（线上）占 5%、小组合作（线

下）占 30%、平时作业（线上+线下）占 10%、期中作业（线下）

占 10%、期末考试（线下）占 40%。 

小结 
通过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学生不仅能理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是什么，还能阐释为什么，特别是能够自觉探究法条和判决背后的

法理。线上与线下的互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了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的教学实效性。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全程参与、分

工合作，开展探究式学习。课前学生按照任务清单先进行课前预习，

再与组内成员交流讨论，分工合作完成小组学习任务，汇总学习成

果。课中开展组间分享，在交流的过程中使知识得到进一步内化。

课后完成拓展任务，持续关注理论研究前沿，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活

动，学习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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