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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师同堂教学模式的内涵

双师同堂教学模式作为一种革新的教学模式，属于广
义上的合作教学法或协同教学法，它是指在同一教学场域
内，两位专家对学生群体进行多元化内容教学的作业活
动。双师同堂教学由两位教师一起承担一组学生全部或者
其中重要的教学部分。双师同堂教学模式不但体现了团队
教学的观念，而且有利于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最终能
够使学生获益。[1]

双师同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教师之间的协作性。双师同堂教学模式首先是
教师之间的相互协作，就教学中的重点内容通过事先沟通
和准备，分工协作完成整个课堂的教学。第二，授课内容的
专业性。由于不同教师有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专长，由擅
长某部分内容的教师讲授其专长的内容，更能体现教学的
专业性。第三，授课内容的丰富性。学生在课堂上可接受来
自不同教师对某一知识的不同讲解，可在一定程度上启迪
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的进一步思考。第四，知识传输的多
元性。双师同堂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授课模式的单向传输
性，师生之间、师师之间交流互动，促进了知识的多向流
动，进而增加了知识的可接受度与接受效率。

二、双师同堂教学模式于法学教学之功用

针对我国法学教育的特点，将双师同堂教学模式应用
于法学教学活动中，其功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全面

提升学生的法学综合素养
法学教育在我国虽然遍地开花，但是法学教育的质量

确是参差不齐的。很多开设了法学专业的高校的法学教育
质量有待提高。即便从整体上看法学教育的质量，仍然存
在培养模式单一、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等问题，学生毕业
后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不足、就业能力差也成为法学教育
的一大弊病。因此，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的亟待改革。双师
同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也作为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式之一，
在夯实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进实务、实践专家，提高
学生的应用技能，全面提升法学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有利于师资的有效整合，实现优秀师资的良好配
置，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在传统法学教育的模式之下，由一位教师进行授课，
教师也仅能收到学生的单方反馈，而且这种反馈也往往是
有限的。但在双师同堂教学模式之下，由两位教师从不同
的角度对同一内容展开讲授，教师得到的反馈将使多元
的。教师一方面可以旁观者的视角从授课技巧、授课风格
等方面学习，另一方面还可从专业知识的角度进行思想知
识的交流和碰撞，从而全方位提升教师的授课技能和专业
知识水平，真正实现教师资源的多元互补。此种在教学中
互相成长的过程，无论对于教师而言，还是对于学生而言，
都是大有裨益的，从而实现教学效果的整合互益。[2]

（三）达到师生立体互动，提升课堂信息的接受度与效
率，启迪学生思维

摘 要：双师同堂教学模式是指在同一教学场域内，两位专家对学生群体进行多元化内容教学的作业活动。双师同堂教学模式应

用在法学教学活动中可衍生出理论与实践专家同堂、实体法与程序法任课教师同堂、讲授与辅导教师同堂三种基本类型。在法学双师

同堂课堂上，具体又可分为协助式、对分式和访谈式同堂教学三种模式。双师同堂教学模式注重能力目标的强化，实现不同学科之间交

叉与融合，有利于师资层级立体化，进而达到全面提升法学学生综合素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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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professional teachers teaching mode refers to two experts teaching diversified contents to students in one
class. The two-professional teacher teaching mode of law class includes theory and practice experts teaching mode,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law teaching mode and lecturing teachers and tutors teaching mode. In the law clas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odes:
assistant-type, parent-type and interview teaching mode. The two-professional teachers teaching mode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engthen－
ing ability goal and achieves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It can optimize teacher resources and fi－
nally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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