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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圣殿的守护者不是立法者，也不是法官，而

是法学家。” [1]因此，高校法学教育是法治中国建设的

根基所在。当前我国高校法学教育实际状况与培养复合

型、应用型的法治人才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且法学教育

一直存在与法律职业之间联系不紧密、衔接不充分等问

题。因此，如何提升法学教育质量、实现二者的契合与

衔接是当下亟需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法律职业与

法学教育关系出发，通过分析问题及原因，探索二者的

良好契合路径。努力构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可操

作性的过渡模式，从而为法学生实现良好就业、发挥法

学教育应有价值以及推进法律运行效果作出贡献。

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关系

法律职业是一种专门化的职业，与其他高度专业化

的职业相同，都需经过系统的学习与训练。而法学教育

的目的是通过系统的法学知识学习，培养学生思考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使其积累到从事工作所必需的知识与技

能。[2]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密切相关，在正式进入法律职

业之前需通过事前的、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目前法学

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于处理好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契合

与衔接，只有平衡好二者关系、把握好二者联系才可实

现我国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如下：首先，法学教育

是法律职业开启的基石。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所必

经的过程，其提供的法律知识、职业技能以及伦理道德

一并为从事法律职业奠定基础。法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

指导着法律职业，包含着对法律职业的训练。应注意的

是：法律职业的训练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之上，还存在于

模拟法庭等模拟的实践场景之中，学生通过亲身的感受

与体会，锻炼了自身技能，丰富了实践能力，为以后的

从业打下基础。其次，法律职业是法学教育具象化的体

现。二者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法学教育是一种偏理论

的活动，其主要通过传授理论使学习者掌握法学知识，

而法律职业是实践性的，是需要运用所学的法学知识去

分析解决实践中的难题。法学教育的目标是由法律职业

的基本要求决定的，法律职业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

法学教育就培养该种类型的人才。一般来说，法律职业

所需要的人才需要满足以下方面的要求：即具有丰富的

法学知识、基本的法律职业素养、良好的职业伦理等。

最后，法学教育因法律职业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而丰富

其内涵。众所周知，法律职业是实践性较强的行业，若

要从事该行业不仅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还需一定的实

践经验。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职业对从业者所提出的

要求也在不断改变，这种改变与需求也最终将影响到高

校法学教育的培养方式。因此高校的教育也需要顺应着

法律职业的需求不断进行调整，从而使法学教育的内容

得到丰富与完善。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休戚相关、相得益彰。当

二者契合时，均会得到健康发展，当二者产生矛盾、脱

节无法形成良好的衔接时，将会导致发展失衡。高素质

的法学人才，不仅是掌握了法学知识的人，更是集法学

知识、职业技能以及法律职业素养为一体的人。如何更

好厘清以及平衡好二者的关系是关系到法学事业发展的

关键问题。

法学职业培养与法学教育的脱节及原因

（一）法学职业培养与法学教育脱节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取得了一

定发展，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培养方面产生脱节。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法学教育忽视对学生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契合法律职业主要问题与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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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密不可分，但实践中却产生了脱节，引发了诸多矛

盾，原因主要在于法学教育理念落后、法学教育模式单一、法学教育体系不科学。为了

平衡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应致力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推进以职业能力为

核心的课程体系改革，促进法律人的职业素质养成，以加强二者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