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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法学实验室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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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高等教育

更是直接为国家繁荣源源不断输送各行业人才的重

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

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

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十八届四中

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对法律从业者

的职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对全国高等院校法学

学科的建设提出更高的标准。然而，在法学学科传统

的“知识灌输型”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实践能力难以

得到大幅度提高，满足社会需要，也不符合法学作为

实践性学科的目的要求。所以，加快法学教学模式改

革，培养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兼备的高水平法律人

才，是目前法学学科的基本任务。在现有的“学科实

习”“模拟法庭”等实践能力培养方式下，建立“法学实

验室”作为提高学生专业能力与职业水平的主要途

径，将会有效突破现阶段法学教育的瓶颈，缓解法律

人才的社会“供需矛盾”，培养全面型、高素质的法律

人才。
一、现有模式下的法学教学现状

法学教育中，素质教育内容比较广泛，其核心是

科学的、理性的、民主的、法治的、不断创新的法学教

育。但目前的法学教育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学生实

践应用能力不足是理论法学教育弊端的外在表现，已

有的法学实践教学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法学教育呈

现出僵硬化、固定化及模式化趋势。

（一）传统“知识灌输型”教学的弊端

法学是一门兼具理论与应用的学科。传统教学模

式中，课堂教学主要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的形式进行，讲授内容以法学基本理论为主，以案例

研讨为辅。理论本来就以抽象的形式存在，通过教学

讲述，学生便可形成理论观念，并通过思考内化为自

己的知识，“知识灌输型”教学在理论知识的传授中发

挥着独特的作用。但对于社会，仅有理论知识不足以

解决现实问题，法学的应用性决定了其实践性，它必

须作用于具体事务才能发挥最大社会功用，实现作为

社会科学的基本价值。但在“知识灌输型”模式下，仅

靠作为理论辅助的案例研讨，难以有效提升学生知识

应用能力。现实案件突发多变，情况复杂，往往多种因

素交织在一起，课堂案例难以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况。
鉴于课时长度、时间限制等因素，教师往往将案件简

化为主要情节后让学生进行探讨，删除学生对案件信

息进行筛选的环节，难以提高学生的信息筛选能力。
当学生进入职业领域，面对众多复杂的案件情况，茫

无头绪、不知所措，则不足为奇了。
（二） 现行实践教学收效甚微———以模拟法庭为

例

为解决学生实践能力问题，各高校普遍采取一些

实践教学方法弥补传统教学法的不足，除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外，最常见的则属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是指

以模拟法院案件庭审过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教师的

指导下，由学生扮演不同法律职业角色，按照法定程

康雷闪，任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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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现有实践教学处于法学教育的辅助地位，且

无法发挥应有作用，难以满足社会法学实践人才需求。因此，应借鉴自然科学实验室的优势，结合法学专业特点，

建立法学实验室，对创新实践教学方法、提高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法学实验室应以丰富的教学资源

为支撑，形成完善的规范体系，甄选可具操作性的实验内容，建立独立的考核评价体系，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

一的法学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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