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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的推动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德法兼修的高素质人才。“法治政府建

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精神，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

为法律专业基础课程，对法治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教学改革应当以法治政府建设需求为导向，

融入道德素养培育，突出实践培养能力，创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体系，为法治中国建设培育德才

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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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strategy of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socialist mod-
ernization construction urgently needs high-quality talents who are good at both morality and 
law.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is a key task and the main project of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Based on the spirit emphasized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2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22
https://www.hanspub.org/


刘璞 
 

 

DOI: 10.12677/ae.2024.143322 13 教育进展 
 

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as basic courses for legal majors, play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cultivating rule of law talents. For teaching reform, we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needs of building a 
rule of law government, integrate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literacy, highlight practical training ca-
pabilities, innovate the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curriculum system, 
and cultivate a high-quality rule of law team with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a rule of la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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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

国家的关键。良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是由人来落实的，合格的法治人才是法治赖以生存和运行的基

础。高素质的法治人才自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性、战略

性支撑，高校法学院系作为培育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来源，面对时代需求应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为依托，

进行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为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培育更多具有扎实法学根底、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的法治人才。 

2. 法治政府建设迫切需要法治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需要有一大

批专业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输入到立法、行政和司法各领域，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重要抓手[1]。新时代我国法治人才培养的职业导向不应再仅限司法职业中常见的法官、检察官、律

师等职业，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要着力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任务时强调，“我国专门的法治工作队

伍主要包括在人大和政府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在行政机关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在司法机关从事司法

工作的人员。全面依法治国，要首先把这几支队伍建设好。”行政机关内部包括执法机关与管理机关，

能够直接与行政相对人产生联系的是执法机关，法律赋予其权力可依据相关规定对相对人实施具体行政

行为。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对社会运行的直接干预方式，是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在行政执法的过程

中，需要将抽象的法律规定应用于具体行政事务当中，专业技术知识以及熟知行政执法的基本法律规范

成为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政府法治人才的培养值得高度重视和精心设计，作为高等

院校专业核心课程的行政法学，在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攻坚时期，必须紧紧围绕法学教育总体培养

目标，找准行政法学科自身发展特色及政府法治人才培养的需求。 
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到 2035 年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目标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的关键性要素，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强调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行政法课程应当与当前

法治环境相适应，以应对法治建设人才培养的需要为目的，那么何为法治建设的人才？在《关于加强新

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意见》中提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

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这是以培养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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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诠释。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主张要培养造就“熟

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从而在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并且值得关

注的是，不再同于过去“法律人才”的提法，《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中明确提出了，法学教

育要培养“卓越法治人才”，从“法律人才”到“法治人才”正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带来的

变化。同时文件中还提出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法治人才”，正符合社会法治建设的实践需要。

从此类文件中可看出依法治国时代下对法治人才提出了不同于过往的新要求。 
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着一对平衡与制约的关系，即政府的责任与公民的权利之间的对应关系。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框架中，法治建设人才应当是能够在理论上准确梳理政府与公民关系、明确公民权利

与政府职责，在实践中可以界定公权主体与私主体之间的纠纷、解决以行政诉讼为首的公私争议的人才。

高校作为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场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教学应当与法治政府行政单位的岗位设

置与人才需求标准相符合，使学生具备依法行政等高效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能力，同时要推进法学人才培

养的结构调整，扩大应用实务型人才的有效供给，使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

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 

3. 法治政府建设下人才培养新要求 

3.1.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为一门具有较强政治性与思想性的课程，在课程改革中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培养大批“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课程

设计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现行行政法律规范的讲授，还应当注重提高学生法治素养，以此实现课程价值。

法学教育的本质是为社会提供法治人才，传统法学教育中更加注重法律专业技术的培养，而近年来社会

上出现的一些执法人员暴力执法、高官贪赃枉法的现象，使我们意识到法学教育对学生价值取向、基本

道德素养和人文情怀培养的重要性[2]。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法学教育决定了法治人才的质量，

法治人才的道德素养影响着法治的运行效果。作为渗透着基本法学思想、理念的公法课程，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应使学生从最初接受法学教育便培养起最基本的社会主义法价值观。在法治人才培养中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围绕权力规范、公民参与、程序公正等核心元素，结合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专业课程的具体内容来设计教学大纲，并融入具体章节，系统设计德育教学路径[3]。 

3.2. 体现行政制度改革及其法律制度转型 

法治政府是指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行政权力、履行管理职责的政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主

体[4]。近年来，政府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提出了诸如“服务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等一系

列政府改革目标，这就要求政府在法治建设中应加快政府治理体制的机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

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我国的行政制度在这期间也发生了许多变革，如权力清单制度、“放管服”改

革、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等等。行政主体所涉及的法律责任发生重大变化，行政权力及其运行方式也

不同于过去，同时也对行政程序、行政行为等法律进行了修订，从而可以看出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经历了

从控权论到平衡论再发展到服务论的转变。我国政府的行政方式由过去强制性命令逐步转化为如今的非

强制性手段，正是现代行政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行政法人才培养应当深入了解中国行政制度改革与行

政法律制度发展趋势，对行政行为预期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3.3. 培养行政法思维与价值 

行政法学课程内容既包括法治政府的责任以及政府职能对公民诉求的回应，也包括行政法学课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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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所包含的价值追求与治国理念。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较多接触到的通常是是政府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进

行的执法活动，而行政法学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建立起行政行为背后的行政法逻辑与原理。依法治国

背景下，法治社会的建设使得法律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公约性质，法治是行政法的重要根基，行政权依赖

于并受支配于法律，法律并非政府行政行为管理工具而是必需的客观依据。实际上，行政法学既有法学

教育的共同特性，又有其特殊性，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科内容始终贯穿着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民生

民权、公共利益等重要思想，其中的价值引领与精神塑造不可忽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价值取向也反

映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依法治国理论和以人为本法治精神等重要内容。应培养行政法治人才

具备基于行政法基本理念的法律思维，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解决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诸多困惑。 

3.4. 遵循法律职业目标导向 

现代以来，法学教育的职业性导向成为各国国家法学教育的共同旨趣与追求，如美国的法律教育定

位于职业教育，法学院主要关注律师职业训练，因此在学生培养机制上制定了较为成熟的法律职业人才

培养制度，并且还有美国律师协会法学教育同律师资格部下设了关于法学院与法律职业特别工作组的报

告，对法律职业技能作出要求以此确保其教育的职业性。我国法治政府推进中必然需要更多、更专业的

法治人才，对法治工作队的沟通协商的能力、制作法律文书的能力、解决具体行政纠纷的能力、熟练运

用行政诉讼程序的能力等等法律职业技能提出要求，教育机制也应当注重以培养学生职业品质为核心，

法律职业品质应当既具有一种共同的职业信仰和思维方式，同时又具备处理实际法律问题的职业能力。

法律职业化正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趋势，大学的法学教育为专业教育，且为专门职业教育，在社会上

有专门的法律职业或行业对应，法治政府建设有大量岗位需要具备法学教育背景，因此法学教育除了要

夯实学生的专业知识理论基础外，还注重学生毕业后进入专门职场所需要的能力，因此要强化职业技能

和职业伦理道德教育，更加强调专业实践教育教学[5]。 

4. 创新行政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4.1. 课程内容突出行政法治人才培养 

由于行政法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而是由复杂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构成，随着社会发展容易发

生变化，且行政关系庞杂，涉及到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以及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交叉关系，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课程改革需将课程内容厘清，突出法制人才培养的重点。作为一门兼理论性与实务性于一体的

公法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理论向导的意义，其课程理念的构建和教学方

式的创新是培养政府法务人才的基础和保障。 
行政法律规范赖以存在的法律形式、法律文件数量庞大，但法律条文背后的价值观与公理性概念、

原理是不变的，支撑着法律规则的使用。因此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应当在繁杂的知识中建立起

知识框架与体系结构，处理好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上理解行政权的运行及与其他国家权

力的关系，微观上学习行政法律关系的具体适用，在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的理论

知识教学中，突出法治政府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是大量行政法律的实施主

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曾科学阐释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

重大意义，并回答了如何落实于微观实践的重大问题[6]。依法行政的本质是职权法定，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课程教学应突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行政机关如何科学履行政府职能的讲解，教会学生指导法治实践

的法治理论，使学生在实践中举一反三来解决具体问题[7]。同时法学教育在传授知识过程中应当注重对

社会实践的问题作出回应，及时更新法治理论以满足法治实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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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大实践性教学课程占比度 

首先，以案例教学作为教学模式方向。我国作为一个成文法的国家，传统教学更重视是成文法律的

课堂教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内容理论性强，往往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中引入案例

教学的方式能够改变填鸭式教学方法，提高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

下，实践教学应当选取更能够体现当代法治建设精神的案例，将行政法课堂与社会法治建设结合起来。

例如在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中，强调教育与处罚相结合，规定了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况，在教学中可以给学生展示 2022 年景德镇市发布的首批“首违轻微免罚”十

大案例，体会行政机关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的机制创新。案例教学不仅要强调学生

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和适用，还要提炼和引导案件的教育价值。我国虽不采取判例法制度，但最高人民法

院公告的指导案例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导性案例结合了法律审判与法学思辨，对指导学生的学

术性研究以及职业技能训练都具有重要意义[8]。 
其次，通过模拟法庭的形式加深法治理解。程序法与实体法密切相连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突出

特征，模拟法庭可以实现将程序法与实体法结合。学生把学习的法学理论在不同的场景中进行应用，把

具体知识通过模拟法庭再现，使学生基于实践的反馈更深入地理解课堂上的内容。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在

模拟法庭中进行角色分配，在模拟案件审理中体会不同的角色，围绕案件进行辩论、谈判、审理与调解，

这样能够多方面和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引导学生以法律思维思考相关争议，对庭审过程和争议法律问

题产生新的认识，学习法庭上专业语言模式和思维，形成正确的职业道德和价值取向，为学生未来就业

做铺垫[9]。同时，在选取模拟法庭案例上，应当将社会前沿问题与法学知识相结合，如此既能提升学生

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能引导学生结合当代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培育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法

治人才。 
最后，参加法院旁听联系实际。增加学生参与法院旁听的次数与频率，使学生近距离观察法庭审判

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能够真正地认识法律与法庭，从而开阔眼界，更深层次地介入庭审中，感受

到行政法设计和应用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体会行政法律职业在具体案件中发挥的功能、在现代法治社会

中发挥的作用，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应具有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10]，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职业认

同感。庭审结束后，教师组织学生对案件与庭审展开交流讨论，再将教学回归到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

提高学生法律素养。 

4.3. 建立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着与司法实践脱节的问题，学生仅从理论学习难以真正运用于实际中，因此

学校教育培养应当打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高校可以更多地引入法学实践教学资源，将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最新经验与成果带到课堂中与学生进行讨论与学习。将实务引入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课堂对法治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执法涉及众多行业岗位，如果授课内容能够与行政执法的岗位

密切契合，比如采取来自基层的行政执法的行政案例作为授课内容，那么将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行政事件

的分析处理、辨别真伪等能力。 
除此之外，应当注重实务部门这个培养法治人才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实际工作

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校企、校地、校所合作，发挥政府、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

所、企业等在法治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教学中，可以与行政机关、司法

机关、律师事务所等机构进行合作，在此类场所开展实践教学，如此以来使学生在学习法律职业技能的

同时也会促进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因此可以尝试与政府机关、法院行政庭等联动，建设教育平台。通

过破除培养机制壁垒，让外界参与到法治人才培养中来，通过学校引入实务教师、实务专家参与到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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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设计等方式使学生接受到的人才培养更加全面更加与时俱进，以此深化协同育人培养学生的职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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