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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简论基础较差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学专业教育 
◆秦德良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我国一直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教育和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法学

专业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来自经济条件较差、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的

民族地区，鉴于其中学知识基础难以达到其他大学新生水准，所以对该
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法学专业教育应该从实际出发，为其制定单独的教

学大纲、单独的学习评价标准，同时任课教师应加强个别辅导和指导，

确保其掌握法学专业课程中基本的法学原理以及其他基础内容，减轻其
学习压力，使其阳光、自信、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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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
中小学基础教育比较薄弱，部分学生汉语水平不高，学习用汉语
撰写的教科书比较吃力。鉴于该部分基础较差的法学专业少数民
族大学生的情况，大学法学专业应该从实际出发开展法学教育。 

一、法学专业部分基础较差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实际情况 
笔者在大学讲授《刑法学》、《外国刑法学》等法学类课程已

经 18 年，教过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最让我牵挂的是部分来自
经济条件较差、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的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
生，这部分大学生中，主要有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大学生，来自
西藏、青海和四川藏区的藏族大学生，来自四川西昌的彝族大学
生以及来自东北的朝鲜族大学生① 。该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
生源地基础教育薄弱，其中学知识基础难以达到其他大学新生水
准，个别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水平不高，严重影响听课、师生交
流、辅导、作业等。由于这部分中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少数民族大
学生一般都分散在各个班，每班一般有 3-5 个左右，有的班可能
多些。很明显，与其他中学基础比较好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学习
吃力，与同学、老师交流少，自卑心较重。考试及格的少。近几
年我校开始招收法学专业藏汉双语班，彝汉双语班，为民族地区
培养少数民族法律人才，大部分同学中学基础不算太差，但双语
班除学习法学专业大部分必修、选修课程外，还要学习藏学或彝
学部分专业课程，这部分课程由藏学院、彝学院教师授课。可见
双语班学习压力还是很大的，今年毕业的法学专业双语班毕业论
文答辩中，老师们普遍感觉双语班论文质量不太满意。 

部分基础较差少数民族大学生进校后经过短暂的兴奋期后，
学习压力增大，与任课教师沟通交流少，有比较强烈的自卑感，
进入第二学期，专业主干课程增多，难度加大的情况下，部分基
础较差少数民族学生很容易自暴自弃，要么不到教室上课，要么
就上课睡觉，即使老师通知其到教室上课，人到了心也不一定到，
我自己读书时是比较笨的学生，所以我能感同身受体会他们这种
无助感。对于这部分中学基础比较薄弱，甚至汉语水平不高的学
生，学校、学院、班级、任课教师应该努力帮助他们，不抛弃、
不放弃，应该从实际出发，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她们的学
习积极性，使他们体会到学习的喜悦和成就感，毕竟，我们作为
教育者，除课堂教学外，我们还应该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打好法
学专业基础，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学习能力、逻辑能力，掌握
法学专业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 

二、建议学校或学院调整法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大纲 
针对基础比较薄弱的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学校或学院可以

修改法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大纲，基础比较好的大学生适用原大
纲教学，部分基础比较薄弱、学习有一定障碍的少数民族大学生
适用调整后的新大纲，同时，赋予任课教师和考试命题老师自主
权，对难度较大的内容，教师可不要求该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掌握，
也不纳入考试。现在统一大纲、教材、考题对基础薄弱的部分少
数民族同学极其不利。笔者讲授的《刑法学》课程分为《刑法总
论》与《刑法分论》，前者每周 4 节，后者每周 2 节。两门课程
都是笔试。考题按学校规定必须有 4 个类型以上，一般是单选题
30 个，30 分，多选题 10 个 20 分，简答或名词解释 20 分，案例
分析 2 题，30 分。客观题占了 50 分，尤其是多选题得分普遍偏
低，试题难度个人认为偏大，主要是借鉴以前的司法考试模式（偏

向考查记忆能力），基础比较薄弱的少数民族学生很难得到 50 分
以上。我个人认为最好以案例分析题、论述题、甚至自编案例并
附答案等主观题为主，客观题尽量控制在 10-20 分，同时适当降
低试题整体难度。我校法学双语班刑法课程每周比普通班少一节
课，所以更应该降低要求，今年的做法是由任课老师先自行调整
报教研组长批准，个人认为比较好，因为任课教师清楚学生情况，
但最好还是整体上降低客观题题量。 

三、任课教师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 
法学专业主干课程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首先了解任课

班级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同学的情况，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和辅导。总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
要有利于提高这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积极性，有助于其掌握
专业基础知识的方法都可以采用。因为一个班里基础比较弱的少
数民族同学一般就 3-5 个，所以，任课教师可以在课堂对他们提
稍微简单的问题，或者可以让他们准备一个知识点或一个有趣的
案例在课堂上讲述，先让学生将其意见写成短文，教师可以提出
修改意见，帮助他们走上讲台，与其他同学分享他对该案例或知
识点的心得体会，教师最后再以鼓励的口吻对其点评。课间休息
时间教师也可以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确保对他们的指
导更有针对性。 

就教学内容而言，教师可以单独为基础比较薄弱的部分少数
民族同学指出需要掌握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督促其必须掌握，
难读较大的内容建议其目前暂不掌握，集中精力抓好基础理论。 

一般认为，“教育的目的即教育意欲达到的归宿所在或所预
期实现的结果”②  

教学活动是师生双边活动，法学教育目的就是要在师生双边
活动中彼此都得到成长，教师的成长有赖于学生的帮助，我认为
老师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有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会经常提出
老师可能都没有考虑过或者没有想到的问题，从而促使老师去思
考，去查相关专业学术文献资料直到搞清楚为止，明白后再将自
己的意见告诉学生，彼此都得到提高。因此我认为，作为教师应
该以极大的热情和科学认真的态度进行教学活动，更应该以极大
热情帮助部分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情感交流甚至超过知
识交流。经常在课堂上面对要么缺席、要么课堂睡觉的部分基础
薄弱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心里确实不好受。但是作为老师，我们
的职责就是为他们服务，就是要帮助他们成长，作为教师我们只
能从实际出发，以极大的热心、耐心去理解、关注、唤醒他们，
针对他们基础薄弱的实际情况，降低难度，改变教学方法，引导
他们学习好专业课程，培养他们健全的心理世界。同时我们作为
教师陪同她们成长的同时，我们也收获了我们自己成长的喜悦。  

注释： 
①朝鲜族大学生中学基础一般不错，笔者仅遇到一位朝鲜

族女大学生，汉语水平不好，严重影响看书和听课。 
②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第

二版，第 5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