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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实施法学专业课程重构法学专业课程评价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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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岗位需求为标准，设计法学专业课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职业需求为标准，实施法学专业课程，激发学生的探

究兴趣；以社会需求为标准，重构法学专业课程，激发学生的职业兴趣。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兴趣为出发点，设计实施课程，让

课程生动起来，提高课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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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所有大

学教师面临的课程难题，那么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改革就是最好的

解决办法。在学生大学学习期间为学生量身打造一套切实可行，助

力学生成才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我们教育者的责任。 

近年来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不容乐观，就业率偏低，不是因

为社会对法学人才需求降低，相反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时候，法学人才需要持续加大。但是法学人才的起点较高，不

但需要过法律资格考试，还需要考公务员才能进行法律工作系统，

充实法官、检察官队伍。目前尤其是法院和检察院人才需求缺口过

大，不能形成良好的人才结构梯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分析法学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社会需求法学人才的差距，缩小这个差距的

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教学改革，根据社会需求重构法学专业课程体

系。在改革过程中如何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学

习兴趣、探究兴趣、职业兴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一、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中心，以岗位需求为标准设计法

学专业课程 

对入学的法学大一新生，进行学情分析，找到学生的兴趣点。

根据法学大一新生入学后学情分析发现： 

首先：专业选择不是基于兴趣，而是被选择。 

学生对法学专业没有兴趣，更没有丝毫的法律基础，被动入学

学习。专业选择特别迷茫，有的是家长给选的，有的是因为就业好

选的，只有 20%不到的学生是基于好奇而选择。针对这样的情况，

设计课程必须从学生的学情出发，找到学生的兴趣点，并且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比如把生活中的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最大限度

的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 

其次：上大学不是基于需要，而是基于被入学。 

调查中不难发现，学生为什么读书，为什么上大学的目标并不

明确，甚至有些迷茫。学习这么累，到底是为了什么？大学毕业也

不一定有工作，毕业就失业，学习有什么意思？课程设计应该明确

学生的专业方向和学习目标，基于学生的法律零基础，应该从法学

基础理论和宪法学作为法学课程的起点，使学生认识到法律专业是

做什么的？如何做好这个工作？当前应该做好什么？夯实法学基

础，从起步开始，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标。 

结论就是，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只有无法

给学生提供满意教育的学校。只要从学生学情分析，调动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以此为出发点设计课程，就可以改变这一现状。 

以学生为中心，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方法，以培养学生的专

业技能为目标，设计系列法学课程： 

首先，让学生意识到为什么选择法学专业，激发兴趣，明确方

向。 

让学生意识到为什么学比怎么学更重要。法学专业的学生入学

以后第一件事应该是从职业岗位需求出发，设计入校第一课“认识

法学专业”，重要的是用法律知识为社会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 

从职业岗位的需求分析，无论从事何种法律岗位，都需要夯实

专业基础，有一定的忍耐力，能够团队合作，具有很强的自学能力，

能吃苦，肯担当。树立学习目标，完善学习计划，从头做起，从法

律脱盲开始，从宪法开始，从法律基础理论法的本质和概念开始。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基础。从法律基础系列课程开始，唤起学生学

习的兴趣。 

大一夯实学生的法律文书的基本功，针对不同课程要求设计法

律文书，当事人要用的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法院要用的判决

书、裁定书、调解书，检察院用的公诉书，公安机关的移送审查起

诉文书，不同类别，设计不同角色，让学生进入角色，利用模拟法

庭实训室，达到训练的效果。 

为了检验学习效果，把真实生活的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学中，让

学生进入角色，形成良性竞争，在课堂教学反复训练，反复展示，

提高学生法律岗位认知，以及责任意识，关键是师生共同进行总结，

总结实训过程中的收获、不足，明确岗位需求差距，提高专业学习

的动力。 

其次，让学生发现学习法学专业的优势和长处，树立学习自信。 

从性格特点和岗位需求关联性来分析自身的优势，适合的法律

岗位。比如：性格沉稳内敛，逻辑分析能力强的适合做法官和检察

官；性格外向，善于沟通，思维敏捷的适合做律师等等，按照学生

的性格特点组成不同的兴趣小组，积极参与法学专业实践课的设计

和实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并且定期进行角色轮换。比如：

让性格沉稳内敛的学生做律师角色，让他说话，并且去说服别人接

受自己的观点，从而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和要求，便于学生从不同

视角审视自身学习优势和劣势，便于不断取人之长，补己不足。 

利用寒暑假安排学生到对应的法律岗位去实习，加深对专业知

识的认识和学习。在法院和检察院实习的学生，解开法官和检察官

工作的神秘性的面纱，发现法官和检察官工作的辛苦、认真和付出。

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认真审慎的对待每一个案件，法律人的

精神感动了学生，也让学生感到自己责任感和使命感，极大调动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比如：学生善于接受新事物，民法典出台后就积极准备民法典

知识竞赛，掀起人人都学民法典，法学专业必在前的学习氛围。这

就是学生发自内心想学法、学好法的原动力。借此选出法学专业学

习民法典较好的同学为其他专业、为中小学进行民法典的普法宣

传。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学生切实感觉到法律的魅力，以及被需

要的快乐，他们真的感受到了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决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在一系列活

动中页感受到自己法学知识的不足和差距，明确了学习目标，制定

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学生的兴趣点出发，结合法律岗位需求，

设计课程，满足法律职业岗位的需求。大学的课程不能是静态不动

的，而应该是动态的过程，根据职业岗位需求来设计课程，最大限

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学的课堂，尤其是法学专业课程，不

应该是满堂灌，而是应该从思辨性很强的课堂，学生敢于质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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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勇于回答，双方可以形成质辩，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真正发挥

学生主观能动性，学生会给你很多欣喜。 

二、以学生的探究兴趣为中心，以职业需求为标准实施法

学专业课程 

法律本身就具有滞后性，法学课程更要在实施专业教学工程

中，及时进行知识的更新，这也就对法学专业的教师提出更高的要

求。法学专业的教师不仅要会教，更要会做，教会“学中做，做中

学，学做合一”。教师不应该满堂灌的向学生输入知识，而应该带

着学生走向知识，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探

究兴趣，满足学生的置业需求。 

首先：根据案件实际带学生一起分析案件，让学生从起诉状开

始到庭审结束，参与全过程，然后分成小组重演再现全过程。 

兼职律师的教师接到案件后（涉密案件除外），把任务布置给

学生，让学生分成小组，角色扮演原告、被告、证人、法官，再现

案件审判全过程。要求学生必须进入角色，按照法律规定给出裁判

结果，对学生的职业表现进行打分，给出相应的分数。形成对抗的

过程中，逐步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在案件重演庭审环节的过程中，大家充分讨论，无论是老师还

是学生，都从角色定位出发，去提出问题、定义问题、解决问题。

教师要从：手把手——放开手——手脑并用，学生从：学中做——

做中学——学做合一，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在对抗过程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足，专业知识的薄弱都

会显露出来，如何弥补，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

计划。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为学生设计学习任务，针对性提高学

生学习能力和专业能力，更好的为学生服务。 

其次：总结从个人的角色定位出发，总结自身的得失，并进行

分析。 

反思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总结是反思的最好的形式。通过角色

定位和角色分析，来总结案例审判过程中各自的得失，总结经验教

训，继续提高。 

在总结中找差距，找到知识的差距，明确学习方法。教师的任

务是把课堂教学和学生实际结合起来，明确课堂教学任务，实现理

论和实践课程的融合，理论为实践奠定基础，实践为理论提供支持

服务。比如：宪法学课程教学中，设立宪法知识竞赛、讲宪法学宪

法演讲比赛等实践教学活动，以促进课程教学的，提高学习宪法的

兴趣。学期结束的时候进行总结反思，学生掌握了宪法的基本知识

结构：宪法基础理论、国家制度、地方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等内容。 

在模拟法庭的实训活动结束后，大家感觉到肩上沉甸甸的责

任。极大提高了学生的探究兴趣，认识到职业需求，最为重要的是

有些致命不可犯的错误，记忆尤深。有个学生在作为被告律师是因

为紧张，反应不及时，庭审结束后受到当事人不满意投诉，学生意

识到有些错误不可以犯，一旦犯错，没有补救的机会，大大提高了

学生对职业需求的认识。 

尤其是别的专业也许可以“试错”，法学专业的学生却承担不

起“试错”的责任。也许一个小的证据的漏洞就导致案件的败诉，

也许一个不小心就会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要思维

缜密，形成牢不可破的证据链条，形成铁的事实。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无法成为法律事实。待证事

实和法律事实之间的差距需要法学专业人员去缩小，法律公平正义

的精神，才能得到弘扬和发展。 

三、以学生的职业兴趣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标准重构法

学专业课程 

在大三和大四阶段，法学专业的学生积极投身到法律资格考试

的备考大战中，这个时候，作为教师应该把大三和大四专业课程按

照法律资格考试的考纲要求和教学大纲结合，重构专业课程，更好

的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服务，激发学生的职业兴趣，提高法律资格考

试成功率。 

大三大四的课程体系重构以法律资格考试的考纲和教学大纲

融合起来：刑事编、民事编、行政编、经济编、国际编等知识模块，

用实践知识链条融合起来，便于形成知识链条，提高学生的专业法

律知识融合能力，用实践来检验理论，提高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 

大四的专业实践更是对大学四年法学专业知识的全面检验。根

据法律岗位设计实习任务，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公

司法务等岗位，通过不同的法律岗位，设计不同的岗位任务，提高

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比如：公司法务，主要负责合同谈判和合同审

查，以及合同纠纷的处理。这个岗位要求法务人员熟悉掌握合同法

相关知识，能够处理好合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合同签订——合

同履行——合同责任，步步都有法律风险，替公司把关法律关，避

免产生纠纷和矛盾，尽量预防法律风险，最大限度的降低法律风险。 

法律资格考试被认为是含金量最高的证书，也是法律人从业的

资格证书，获得这个证书应该本科四年学习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学

习阶段开始的完美诠释。让法学专业大三大四的教学生动起来，以

社会需求，以法律资格证书过关率为教学目标，与学生一起创造美

好的未来。 

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只有教师身体力行的去做，对学

生而言，才是最真实的教育，真实才是最好的教育。教师与学生一

起参加到辩论比赛、模拟法庭、岗位实习等实践活动中，教学相长，

共同提高，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必须首先做到。 

法学专业的专任教师很多是双师型教师，即是教师也是律师，

作为职业律师接到案件以后，不涉及保密性质的放手让学生去做，

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观点，找依据、寻证据，去论证和验证观点的

对错，最后用判决结果来评价认定学生的成绩，允许学生提出质疑，

充分展示和表达自己，探究答案，即使是个错误的答案，也要给与

学生充分的肯定，肯定他去独立的思考、独立解决、独立探究案件

事实的真相，勇于解决这个积极的学习态度。 

只有这样，学生才会真的去做与法律职业和岗位相关的工作，

才会掌握如何表达自己观点的技巧和方法，才会与各种各类的人去

交往，在交往过程中才会发展自我，才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才会积极主动的去学习、质疑、探究、展示……。这就是人才培养

的成功，教育才会真正的生动起来。 

用实习单位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学生实习作为检验大一、大二

教学成果的标准；用用人单位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学生作为员工，

已经工资待遇补助和标准来检验大三、大四教学标准；用法律资格

考试通过率来检验我们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标准。 

只有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兴趣为出发点，设计和实施

课程，课程才具有生命力，课程才会生动起来。教师是导演，学生

是演员，课程是剧本，同心协力，让法学专业课程动起来，让法学

专业课程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我们培养的学生让家长放心，

让用人单位满意，让社会需求，以此为标准，重构法学专业课程，

让法学专业的学生成为社会需求的人才，未来可期，我们一起努力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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