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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教学模式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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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构建多维度的教学内容，实施多维度的教学方法，建立第二课堂，拓展中国法制史教学空间等方
面进行分析。将课程内容立体化，多维展示传统法治，还原给学生一个真实、丰满的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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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是介绍中国传统法治的产生、发展演变

及其历史规律的学科，中国传统法治以其完备的制度体

系、丰富的法律制度、先进的立法理念和高超的立法智

慧，被世界法学界公认为对人类法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

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但是目前绝大多数学生都对

中国传统法制存有严重的偏见，认为传统法制就是集特

权、残酷、宗法、迷信于一身，是人治社会下封建官吏

将百姓玩弄于掌股之间的工具。这是学生对法制史缺乏兴

趣的关键原因，教师必须在课堂上纠正这种偏见。因此授

课不能停留在教会学生基本知识和应付考试的层面上，要

通过多维度演绎，还原给学生一个真实、丰满的的历史

事件。通过多维度授课告诉学生，我国传统法制的水平

不仅在当时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即使在当代，我们仍

然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东西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用。

1  构建多维的教学内容

1.1 纵向的系统讲解与横向的专题讲解相结合
目前绝大多数中国法制史的教材都是以朝代为纲，

根据历史的发展逐一介绍主要政权的法律制度。这种体

例有助于学生结合当时历史背景掌握当时的法律制度，

但是却不能体现法律的演变过程。学生们经常提出这样

的问题：某种制度在一个朝代讲过，但后面的朝代没有

提到，是不是该制度不存在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设计

了纵向的系统讲解和横向的专题讲解相结合的方案。在

以朝代为纲讲完教材内容后，要留出二至三次课对传统

法治的发展趋势和一些重要制度的发展做横向梳理。比

如，立法思想的发展、刑罚体系的发展、律统的发展、

司法机构的发展等。纵横交织地向学生展示一个多维的、

立体的法律制度。

1.2 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传统法律相结合
中国法制史具有史学和法学的双重性质，而法学专

业的学生历史知识的匮乏成为学习传统法治的瓶颈。对

此，我们拟定了文学与法学相结合的方案。因为很多传

统诗歌小说中都折射出当时的法律制度和精神，通过学

生耳熟能详的诗词小说的举例，既能帮助学生理解年代

久远的法律制度，又能增加内容的趣味性。比如，在讲

家长对婚姻的掌控权时举《孔雀东南飞》、陆游的《钗头

凤》；讲家长对子孙“违反教令”的惩处权时，举《红

楼梦》中“宝玉挨打”一节，就收到了很好的课堂效果。

正所谓“开文学之花，结法律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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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传统法制与当代法制相结合
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只注重对古代法律制度的介绍，

这种僵化的内容让很多学生觉得学习法制史对现实生活

毫无用途。我们授课时一定要注重发掘传统法治的亮点，

寻找与当代法治的契合点，彰显传统法治的现实价值。

比如，古代发达的调解制度对现代的启示，古代的容隐

制度、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对现代的启示，古代的经济

立法“市易法”对当代宏观调控的启示等，使传统法治

焕发新的生命力的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科研方向，

引导其进行深入思考。

2  构建多维的教学方法

中国法制史作为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其教学方式多

以教师讲述为主，本课题组拟构建多维度的教学方法，

以学生为主体，启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改变单一

的讲述式教学。

2.1 数字线索归纳法
本课题组在课堂讲授中提出线索归纳法，帮助学生

记忆头绪众多的知识点，即把分散的知识点用多条线索

串联起来。上文提到横向的梳理即是一种线索归纳。此

外我们还提出了数字线索归纳法，法制史中很多重要的

名词都带有数字，我们就以数字为线索把带有相同数字

的名词归纳到一起来记忆。如以“三”开头的“三不

去”“三风十愆”“三赦三宥”，以“五”开头的“五刑”“五

听”，后面依次有“六礼”“七出”“八议”“九刑”“十

恶”等，以数字为线索，学生很容易回忆起这些知识点。

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鼓励学生自己归纳线索，提高其自学

能力。

2.2 案例讨论教学法
案例教学作为法学教学中的亮点多在部门法教学中

应用，法制史教学同样可以运用。教师选取典型的古代

案例与教材中相应的知识点联系起来，有针对性地提出

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讨论。案例的形式可以以视频资料

或者自己制作的动画等活泼的形式来呈现。使学生在掌

握知识、锻炼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还可以增加

内容的趣味性。不过要注意法制史的案例与应用法学的

案例不同，不要纠结在定罪量刑的细节操作上。

2.3 互动讨论教学法
对中国法制史某些重要制度的评论不在由教师给出

答案，而是向学生提供参考文献与书目，由学生自己查

阅资料，之后可以课堂讨论，学生提问，学生回答，最

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这不仅使学生对该理论有更深刻的

认识，也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在以往教学过程中我曾

经让学生对“春秋决狱”作出评价，结果学生们思路之

丰富、分析力之强超乎我的想象。

2.4 动态实践教学法
除了与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互动，本课题组拟开辟第

二课堂，组织实践教学。目前形成两种方案，一是开展

读书沙龙，事先选定一个主题，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

然后集中讨论，这种读书沙龙不仅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帮学生找到科研创作方向。二是走出学校，组织教学参

观型实践。比如，联系市档案馆、山海关长城博物馆，

共建教学实践基地。每年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将理论教

学与实地考察的直观感受联系在一起，为学生提供学习、

研究的教研基地。

3  积极开辟第二课堂

一是整理了丰富的课程辅助资源，鉴于课堂时间有

限，我们给同学们提供了大量的课外资源，并整理成相

应的模块，包括“图说法史”“以史鉴今”“古案概览”“原

始法典”等，特别是“图说法史”，精美的插图配以简要

的说明，图文并茂，学生通过课下阅读，能够对传统法

制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二是开展了

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模式，中国法制史在夯实理论教学的

同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包括互动式小

组讨论，特色场景模拟、开展读书沙龙、知识竞赛。这

些形式既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考习惯，提升了作

为“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法律素养，同时也提高了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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