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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对学术人才的需求是有限的，故法律专业硕士无论从规模还是

比重上都在逐年递增。实践教学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实践型人才培养目标，特别

是培养法律硕士专业技能和创新精神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目前实践教学在授课形式、授课

内容、实务专家的来源选择等方面均积累了经验，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授课体系性不够完善、授课

内容出现重复和交叉、授课内容和学生需求不够契合、实务专家授课经验不足等。因此，需要抓住学生

和用人单位的需求点，有针对性的从体系上、内容上进行完善，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综合解决法

律实务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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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the demand for academic 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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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 is limited, so the Juris Master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terms of scale and propor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practice teaching has a role that cannot be replaced by 
other teaching links in realizing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practical talents, especially in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innovation spirit of Juris Master. Although the practice teaching has accu-
mulated experience in the form of lectures, lecture contents and the selection of practice experts, 
it has also encountered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ystematic lectures, repetition and 
crossover of lecture contents, insufficient matching between lecture contents and students’ needs, 
and insufficient experience of practice experts in lectur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eize the 
demand points of students and employers, improve the system and content in a targeted way, and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learned to solve legal practice prob-
lems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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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法学教育完成了接力棒的转变，从专业教育、学科教育向职业

教育转变。根据中国法治建设的需要，我们正从学术型法学教育转向符合中国法治化需要的专业法学教

育。因此，在培养目标上，正在从过去的法学人才培养向法治人才培养转变。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件应该是 2017 年 5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要立德树人，德

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 
国家越来越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多次出台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的政策，提出优化人才

培养类型结构，积极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将培养类型结构由学术学位向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

协调发展转变。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法律教育要培养了解国情、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的法治人才。 
在各个学校都在逐步扩大专业硕士招生规模的大背景下，专业学位硕士的实践教学也显得十分迫切，

理论课堂固然可以学到专业知识，但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却需要实践教学来推动实现。就法学院而言，专

业学位硕士指的是法律硕士，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学硕士，故只有提升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水平、丰富实

践教学的内容，让学生领略各领域实务专家的职业素养，才能培养出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拥有较强

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适应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要求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复合型、

应用型法治人才。 
虽然各高校近些年在法律硕士的实践教学方面一直在摸索，尤其增加了不少实践教学的比重，法学

院在授课形式、授课内容、实务专家的来源选择等方面均积累了经验，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授课体

系性不够完善、授课内容出现重复和交叉、授课内容和学生需求不够契合、实务专家授课经验不足等。

因此，有必要对国内法律硕士培养机制进行反思，抓住学生和用人单位的需求点，有针对性的从授课体

系上、内容上进行完善，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综合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全面实现培养法治

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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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及实践教学的要求 

2.1. 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围绕法治建设进行专章论述、专门部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

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法治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推动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

全完善的重要参与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努力培养造就

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他还指出，“法治人才培养上不

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新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下简

称《培养方案》)，明确将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目标由原来的“法律人才”修改为“法治人才”，“法治人

才”的关键在于高层次、复合型和应用型。修订后的指导方案还强调了“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

服务”等法治体系的动态表达。这也是在“法制”理念向“法治”观念转变的背景下，将法治人才作为

新的培养目标，对法学领域人才新理念的积极响应。 
法律硕士培养单位要明确把法治人才作为新的培养目标，在师资队伍和行政辅助队伍中形成培养目

标的共识。 

2.2.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生要养成良好法学素养，首先要打牢法学基础知识，同时要强化法学实践

教学”。法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法学知识要对不同时代发展阶段的法治实践问题做出回

应。2018 年 10 月 8 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

计划 2.0 的意见》(以下简称《培养计划 2.0》)，提出要加强法律实践教育，切实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和有

效性。意见要求探索在法学院设立实践教师岗位，吸引法治实务部门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

体系设计、教材编写、专业教学等工作[1]。通过不断加强法律理论与司法实践的交流、沟通和协调，培

养更多的双师型教师。 
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育指导委员会)根据国家学位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开展 2018 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对 8 项重点评价指标进行评价。与法律硕士实践

教学或实践能力培养相关的有 5 个，包括“具有法律实践经验的专职教师比例变化”、“模拟法庭训

练”等。可见，在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的评估中，也出现了向实践教学倾斜的趋势，突出了对学生实

践能力的重视。 
实践教学是巩固和加深理论知识的有效途径，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刻不容缓。在实践教学中，学生

不是被动地接受理论知识，而是通过自己的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来获取或理解知识，这也是实践能力获取

的有效途径。 
我国法律硕士是仿照英美法系国家 Juris Docter (简称 J.D.)的做法设置的专业学位[2]。虽然法律硕士

学位在最开始设置的时候就明确规定法学硕士重视学术性，法律硕士重视实践性，而且主管部门一直要

求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要重视实践教学，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法律硕士毕业生的实践能力与社会需

求之间依旧存在一定差距。 

3.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进入质量提升期，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目标定位逐渐清晰。我国不少法学

院已经注意到实践教学在法律硕士教育中的重要性，通过引入案例教学、模拟法庭、课外实践等形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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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实践教学。但是，从本质上讲，我国法律硕士教育中的实践教学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实践培训有很

大的不同。在我国，即使实践教学采用案例教学法，其本质仍然是法学理论的演绎论证，仍属于理论教

学的范畴。这样的实践教学对于法律硕士的培养而言，难以让学生站在法律职业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3.1. 缺乏实践性、职业性强的课程设计 

部分高校的法学院近些年在法律硕士的实践教学方面进行探索，通过修订培养方案，增加实践教学

与训练的范畴，就我校而言，法律硕士的实践课程包括专业拓展与职业教育、司法文书写作、项目融资

与公司法律实务、法律诊所课、法律论文写作与法律检索方法、仲裁理论与实务、律师实务、案例研讨

课等，基本上实现了实践教学内容的丰富和多元化。但是考虑到法律实践中的庞杂和较强的专业性，仍

感课程设置缺乏较明确的实践性与职业性导向。 
我们来看下美国的情况。根据美国律师公会(ABA)批准的课程标准，法学院高年级学生必须参加诊

所教育。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开设的部分选修课情况为例，公司法与证券法分析、电子空间的言论自

由、联邦所得税制、知识产权讨论班、审判实践、法律实践中的伦理学、为残障人士辩护、社区法律服务、

公司税制等课程设置表现出显著的职业性和实践性特征。美国法学教育侧重于培养学生像“法官”、“律

师”那样去思考，培养学生从现有的法律资源中整合出新的资源从而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职业人思维。 

3.2. 实践教学课时少 

实践课教学时数少在全国高校来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大部分学校

法律硕士的实践课程数量比之前有所增加，但与已有成熟教育理念的西方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我们的

实践课数量所占比重过少，而这直接影响学生与工作岗位的接洽度，导致学生进入社会需要较长时间

的适应期。 
英美法系国家重视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将法学教育当作职业教育来对待。霍姆斯曾经说过“法律是

经验而非逻辑”，这就是对美国法律教育最好的诠释。“美国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反映了职业教育的特色

[3]。”美国法学院的学制为在校全日制 3 年，或在职兼读 4 年。在美国，法学院的课程分为选修课和必

修课，课程的设置很重视对学生辩护、谈判、文书写作及采访等实践技能的训练，并为法学院学生开设

数量和门类繁多的选修课。 
大陆法系国家虽不像英美那样主旋律在职业教育，但是其在重视理论基础教育的同时也强调职业教

育的并行发展[4]。如德国采用二元制教育模式来培养法学学生，将基础理论与职业技能并举。从课程设

置来看，法学院的课程一般分为三类：传统的讲授课程、更具互动性的研讨课程和实践接触案例的演习

课程。德国法学院学生除了在本科阶段接受法律理论知识外，还需要根据相关法律，在第六学期每周在

研讨班学习两小时的《律师职业法》等。可见，职业教育也是大陆法系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由不同领域实务专家合上的课程体系性不够连贯 

教师队伍的能力构成决定了法律硕士实践能力的提升高度。实践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教师不仅

要有深厚的法律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要求教师队伍构成中有能够承担法官、检察官、

律师实务教学的成员。 
高校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聘请具有教学经验和能力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担任校外兼职导师，承

担实际教学任务。但是外聘的实践专家由于工作繁忙，难以有固定时间在培养单位任教。 
解决法律硕士实践型教师缺口的一种方法是采取灵活的方式安排实务专家承担实践教学工作，如由

多名法官分阶段讲授的方式完成审判实践教学任务，或采取周末授课的教学方式来完成审判实务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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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任务。检察实务和律师实务的授课也可以参照这样的方法。 
这种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多领域实务专家联合授课，虽然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来源，但也容易

引起课程的不连贯，让学生处于阶段性的学习状态。 

3.4. 实践课程的授课内容重复和交叉，不够契合学生需求 

法律实务操作是非常庞杂的。需要明确的是，实践教学并不是仅指有实务经验的实务专家讲授的课程，

而是指学生课程的授课内容偏实务训练的课程，有些由校内教师讲授，有些直接聘请校外实务专家讲授。 
法律实务工作划分十分细致，如民法、商法、刑法、行政法等，无论在诉讼文书，还是诉讼流程上

都有很大的差异。就律师业务而言，又有诉讼业务和非诉业务的区分。不同领域的实务专家意图把自己

擅长的业务领域内容教授给学生，让学生最大程度吸收他们的实践经验，有时不免有重复和交叉，不够

契合学生需求。 

4.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完善措施 

4.1. 增加实践教学课程的比例 

增加实践教学课程的比例，可以从内容和种类两方面着手。实践教学在校内授课的比例有所提升，

则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在校动手实践的机会，让将来想从事法律行业的学生尽早与法律实践接轨，用

法律理论武装的头脑去处理法律问题。 
在内容上，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即以案例教学为主，将法条知识置于具体案件的办理中，以师生

互动的方式锻炼学生思维，提高学生表达和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实践专家对学生进行案例

模拟培训指导，引导学生“像法律职业人那样思考”，加强案例之间的衔接和基本理论，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让学生更快地融入社会。将职业化培训内容纳入实践课程体系，我们可以借鉴西南政法大学的

做法，将“公安实务、检察官实务、法官实务、律师实务、行政执法实务”等重大实务课题设置为实践

教学的法律硕士课程。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适当增设研究方向，如顺应数字时代大趋势，增设数字法

治方向，设置多学科交叉课程作为选修课，可以确保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实现自主选择和个性发展，并

能更好地培养高端复合交叉型人才，适应转型社会对法律职业内部细化分工的需要。 
在种类上，课程体系中增加专项实践教学课程，结合学校自身的教育资源优势，具体确定诸如审判

实务专题、检察实务专题、律师与公证实务专题、政府法制实务专题、地方立法实务专题、法律文书、

模拟法庭训练、法律谈判技巧、财政金融法律实务、税收法律实务、公司法律实务等有关职业技能课程

的设置。将单纯的“模拟法庭”课程扩展为“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和“模拟调解”，也是符合社

会需求的设计。这样既可以增加实践操作时数，又可以多领域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操作能力。 

4.2. 优化实务专家授课课程体系 

实务专家给课堂带来的不仅仅是司法实务知识和技能，更在于作为职业法律工作者对专业知识、案

件分析的不同逻辑思维方式以及有效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5]。如何优化实务专家的授课体系，是我们

亟待解决的问题。邀请已经毕业的从事法律行业的法律硕士校友参加访谈，或制定调查问卷征集在校生

和已毕业校友的意见，同时向参与过授课的实务专家进行回访，从需求入手，整合学生真正感兴趣和实

用性强的关注点，有目标的邀请实务专家进行授课，效果会更加突出。 
我们要了解该门课程的设置目标，了解用人单位和学生的实际需求，与实务专家做好课前沟通工作，

把课程的设置初衷和授课思路与专家进行交流，如果能把多位实务专家在开课前进行集体沟通，统一授

课思路，同时分配各自的授课模块和授课内容，在体系上确保课程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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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专家也要学习课程授课技巧，及时听取学生的反馈意见，与自己的授课内容进行同步跟进，充

分发挥法治一线的优越性，用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案例进行引入，调动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把艰涩

的知识点深入浅出地讲授出来，让学生较好地掌握如何把理论知识运用到法律实践中。 

4.3. 吸纳高水平、多领域实务专家共同参与法治人才培养 

吸纳实务专家参与法律硕士培养方案实践课程的制定，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从事法

律实务的法律人从业领域较多，如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司法局、企业法务等，我们可以吸纳多

领域高水平的实务专家为学生进行实务授课，开阔学生的视野，了解的全面之后更能做出于己而言正确

的择业方向。 
引入多领域实务专家共同授课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不同视角的法

律人思维。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人格魅力的实务专家进行授课，可以让学生全方位领略真正的法治人

才怎样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对学生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信服力。学生全面了解了各个领域的工作

内容和职责内涵后，才能做出符合自己内心意愿的就业选择。 
实务专家还可以在法律硕士培养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参加学术研讨会、论文评阅和质量把

关，为法律硕士提供专业实习的机会等，这样对法律硕士的教育改革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利于全面

提高法律硕士的培养水平。 

5. 结语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经过法律实践就无法真正学好法律。以培养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

为目标的法律硕士教育，实践教学显得更加重要。法律硕士教育的课程设置缺乏“职业性”与“实践性”

导向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希冀实现在未来打破高校和社会的体制壁垒，把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实践带到

课堂，让法律硕士培养更有针对性。法律硕士教学的课程设置，要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现阶

段已经实现校外实务专家授课的基础上，要增加实务专家授课课程、优化实务专家授课课程体系、吸纳

高水平、多领域实务专家共同参与法治人才培养等，努力实现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以

及不同行业领域德才兼备的优秀法治人才。 

为社会输送“法治中国”建设所需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才，是设置和培养法律硕士的

终极目标。唯有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当下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培养模式，才能更好地回应中国法律

职业精英教育需要，真正提升高规格法治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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