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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学院院长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了法学教育。讨论

中国的法学教育，这个背景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当时，由于

没有足够的法律作为法学教育内容的依托，也缺乏具有丰富

法律实践经验的教员，所以，我国最初的高等法学教育主要

是以相关的普适性的法学原理而非中国的法律为内容，教员

讲授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法律与国家的基本理论。即

使1979年国家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后，

这种以原理为主的教育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在这个背景

下，我国的法学教育总体上比较强调培养学生的政治、道德

素养以及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也即通

常说的三基教育。显然，这种教育模式与我国的成文法体制

也是相容的，进而成为我国法学教育的基本形式。 这种形式

不同于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职业法律教育。英美国家作为判

例法国家，法律教育具有明显的职业教育特点。尽管在美

国19世纪中期以后，学徒制的法律职业教育已经式微，但是

，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法律职业人员，这是始终没有改变

的。因此，从哈佛大学法学院开创的风靡美国的具有革命性

意义的案例教学法，到后来的诊所法律教育，都与法律职业

人员的实践能力培养有关。这种教育形式的显著特点是紧密

围绕本国法律实践开展教育，使学生在学习期间获得从业所

必需的法律知识与技巧。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突出矛盾

之一，就在于传统的素质教育与近年来开展的职业教育之间



的冲突。就前者来说，我国法学教育体制建立于上世纪70年

代末，教员中的主体是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

无论是经验背景还是知识储备，都比较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

；就后者来说，一方面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人才需求，毕竟我

国法律越来越多，社会需要熟知各种法律具体规定的人才，

另一方面则是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司法考试是为法律职业

选拔人才，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题型都愈发强调答案的确

定性。两者结合，导致了一个对传统法学教育的职业化冲击

。再加上教师中有相当部分人员从事兼职律师的工作，从而

形成了一种通过分析具体案件讲授具体法律，传授诉讼技巧

的教学风格，客观上从法学教育体制内部对法学教育模式提

出了新的挑战。 我国的法学教育需要改革。原因在于：第一

，我国已经基本结束了无法可依的状态，凭借社会主义法律

意识处理案件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以往几十年的法学教育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第二，随着大量法律的制定，

社会对法律人才提出了更多的专业化要求，例如房地产、金

融、税务、公司兼并与转制、刑事、婚姻等，都需要相关的

专业法律人才；第三，司法改革导致司法制度的正规化，依

法行政导致执法领域的程序化与正式化，诉讼与行政程序的

作用越来越大，进而引起对法律运用技巧和表达能力的更高

要求。这些变化，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生产力的发展最

终一定要通过分工的细化来体现。法律职业在中国的出现正

是以社会对专业法律人才的需求为基础的。因此，要求法学

教育更加强调传授法律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开设更多的能够

面对实际问题的课程，提高学习者的动手能力，是法治建设

的一个重要结果。 当然，法学教育的改革不是一个简单增加



实务类课程的问题，更不能简单地否定历史经验。在任何一

个国家的法学教育体制中，都不可能把所有的法律作为自己

的教学内容。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同样不能以此为目标，

而是必须也只能立足于三基教育。所不同的是，这个三基，

需要与中国自己的法律实践紧密联系。事实上，大学的法学

教育过去不是，今后也不会是仅仅培养律师、法官和检察官

的，所以，基本原理始终需要处于重要的位置。传统法学教

育的不足并不在于以素质教育为中心，而在于没有把学生法

律素质的培养作为核心任务。法律以正义为基本价值，法学

教育必须强调这个基本原则。但是，法律学生追求正义的能

力，不是来自于空洞的说教，而是来自于自己职业的素养，

即需要体现在他运用法律，分析、解决、处理各种类型的与

具体生活经验相关的法律问题的实际能力中。 由此可见，解

决法学教育中的矛盾，需要将传统的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结

合起来而不是加剧它们的对立。这就需要我们重视法律方法

的培养。法学教育重在传授法律的方法，即运用法律的语言

、概念、技术和制度去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是法学

教育能够作为高等教育内容的原因所在。以法律方法的学习

为中心，可以将法律的原理与法律的知识、技术相结合，将

法律素质教育融于职业技能的提高过程之中。当学习者懂得

并善于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的时候，他们

就不那么容易被奴役，而且，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就有了更

坚实的基础。所以，法学教育的改革，在我国，就是要把法

学教育与法律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法学的课程与生

活中的法律、案件、法律事件相结合，帮助学习者了解、熟

悉、掌握法律的方法，使法律学生能够成为一个具有法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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