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024年第8期·　　　　 ·新西部

Subject  Teaching丨学科教学 Ｓ

源分配不均。目前我国多数院校的实验室、实践基地都

比较有限，导致学校欲开设一些实践课程但因为教学设

施、教学资源的不足而受到影响。

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的优化路径

在新时代下，必须将法律职业能力作为一个重要培

养方式，补足我国法学教育的短板和弱势，促进法学教

育功能更好地实现。法学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基础，并且

服务于法律职业，为更好促进二者的衔接与契合，必须

立足我国现实，提出适合我国具体实际的措施。

（一）法学教育应致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法 律 职 业 共 同 体 是 法 律 语 言 、 利 益 共 同 体 、 精 神

理念及知识的共同体。法学专业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

科，这个学科关系到我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

我 国 司 法 全 局 。 当 前 我 国 的 法 学 教 育 办 学 主 体 比 较 特

别，而且培养方式与培养目标与当前实践不符，因此学

生在毕业之后，进行就业时很难拥有共同的法律语言。

但在法学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里，都具有严格的法学教

育准入制度，借鉴别国经验，我国也需要进行改革与调

整。具体来说，是要在高校保留部分自主性的同时赋予其

统一的标准，尤其是在课程设计方面、职业培养方面制定

一个最低标准，高校要严格执行。同时还需要对高校的

教育状况进行检测与监督，处理好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各

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将他们各自发挥的作用最大化。

（二）推进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改革

课程的设置是专业进行建设的重要依托，直接关系

到我国人才培养问题。针对上文所提到的高校在课程设

置上的不合理，其应当依照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构建

更加合理科学的课程体系。首先可以根据法律职业对法

学生的能力需求，开展相关能力培养课程，并根据学生

的不同情况开展特色的教学。其次可以开展线上线下一

体的课程系统，学生除了在线下到教室学习理论知识之

外，还可以针对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在网络上进行课程选

择，通过线上的方式完成知识的吸收。目前很多高校都

已经建立了超星和慕课等线上平台，但是普及度仍需要

加强。最后各个高校可以尝试开设一门新课程，即案例

研讨课程。该课程需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教师起

主导作用。课堂上，学生可针对实务中发生的热点案例

进行讨论分析，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直接展开课堂辩论，

学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困惑，通过相互交流得到解

答。这种课程的开设将大幅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与实践

技能，为以后的就业打下坚实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课

堂上所挑选的案例必须是经典的、具有争议性质的、能

够引起兴趣的。此外需注重案例类型的多样性，使学生

们可接触到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案件。

（三）致力于促进法律人的职业素质养成

法 律 人 需 要 一 个 统 一 的 可 以 适 用 的 职 业 伦 理 与 素

养，这样在从事具体工作时就会减少矛盾、减少分歧。

若他们具有相同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在面对同样一

件 事 情 时 ， 其 价 值 观 是 基 本 相 同 的 。 在 当 前 这 个 实 践

中，越来越多的案子是综合型的，可能混合好几个学科

知识，仅仅具有法学知识尚且不够，学生还需要具备一

个正确的价值观与良好的道德与伦理。因此学校在培养

学生方面，除了教授法学知识外，还应注重对学生职业

能力与思维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法律职业的基本素

质主要包括法律意识与现代司法理念、法律精神与法律

信 仰 、 法 律 职 业 伦 理 与 执 业 规 则 、 法 律 语 言 与 法 律 思

维、法律方法等。职业能力主要包括自学能力、创新能

力 、 组 织 和 协 调 能 力 、 信 息 处 理 能 力 、 社 交 与 表 达 能

力 、 适 应 和 应 变 能 力 等 。 通 过 研 究 西 方 国 家 的 法 学 教

育，得出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还需要进行改变与调整。

课堂上应注重法律职业素质的培养，将普通教育与法学

专业教育一并结合，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与互动，

培养一批高素质、综合型的法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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