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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学教育是“通才”教育，是素质教育。法学理论课程教学是素质教育中的基础

教育、学生理论基础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决定着他职业品格和执业能力的形成，

同时对其后劲的积蓄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法学教学的改革首先是法学

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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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培养法律人才应当具

备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和素质高等特点。精通法律、懂得经济、管理、

文秘等是高职教育对法学人才一专多能的基本要求。我国法学人才的素质还不

是很高，特别是高层次、高技能、复合型法学人才短缺。因此，法学理论课程

教学改革是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法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应当与

时俱进，更多地赋予时代的特色，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对高职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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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法学专业课程改革的意义
首先，只有高职法学专业课程改革，才能培养学生善于发现法律问题的创

造性思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他们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引导

学生善于在无疑处生疑，在无路处开路。在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中

去发现法律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法律问题本身就带有复杂性的动

态。有些问题看起来是法律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样，或者相反的情形；有些问

题在过去是法律问题，而现在就不是法律问题，或者相反，这就需要创造性思维，

深入思考，仔细鉴别。

就法学来说，真正的法律问题是指法律要素之间的矛盾。法律要素主要是

指构成法律理论、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的法律要素，如法律概念、法律原理、

法律制度、法律规则、法律习惯等。如果法律要素之间没有矛盾或者基本没有

矛盾，那么就不存在法律问题。在法学教育中，清晰、完整、深刻、并及时将

其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培养他们发现法律问题的意识，甚至法律本能，是法

学教育的基本任务。针对同一性质的法律事务中，在社会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

可能会有某种法律理论得到更多的人支持，成为主流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法律

理论，这也是法律中的正常现象。当然，培养学生发现法律问题的能力，只能

建立在扎实的法律概念、法律原理等法律基本功基础之上，否则，没有成功的

可能。

其次，深化高职法学专业课程改革，培养学生善于解决法律问题的创造性

思维。这就是要提供解决法律问题的基本思路，培养学生敢于创新，即在意志

层面能冲破常规思维的阻碍，能顶住习惯势力的压力，坚持正确见解。法律是

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法律调整的特点在于用一系列法律术语来界定

人们的行为，如法、法律规范、法律行为、法律关系、合法、违法、犯罪、合同、

条约、权利、义务、权利救济和法律责任等等。当法律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状态时，

法律问题并不突出，人们一般没有什么争议，自然不存在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

例如，权利行为表明了法律对某种行为的肯定；义务行为表明了法律对某种行

为的否定。当权利不能实现时，就需要法律救济；当不履行法律义务时，就需

要增加新的法律义务，即法律责任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法律义务。当法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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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时，情况就非常复杂了，按照什么顺序处理，是法律理论优先于法律实践，

还是相反等，法律上的争议往往是因为一些人们坚持某一种法律要素，而反对

其他的法律要素引起的。理论上的正确性不等于实践中的正确；而实践中的正确，

未必在理论上一定是正确的，符合逻辑的。明确了基本的思路，学生们就能够

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做出丰富多彩的结论。

二、高职法学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职院校为了使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工作能适应学生思想实际和社

会实际，始终跟上时代步伐，使其培养出的学生的知识结构能适应人才市场的

要求。本着“急社会需求之所急，想学生就业之所想”的思路，使高职法学专

业建设从一开始就立志创新与改革，提高与发展，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灵活加专

业的特色。

目前，高职院校法学专业开设的理论专业必修课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

的问题：一是设置一些不必要的课程，占据了学生学习的宝贵时间；课程交叉、

重复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教研室的管理机制，把教师限制在一个相对狭小的领

域内，妨碍了多学科的交流与研究；二是课程设置的先后顺序缺乏合理性，忽

视了知识的循序渐进的特点。例如，法理学作为基础课，把思想史、制度史放

在一、二年级开，低年级学生接受很困难；三是课程设置不稳定，甚至出现颁

布一部法就开设一门课的现象，而且对法学基础理论知之甚少。

三、法学专业课程改革的建议

第一，应组织专家对法学课程体系做出科学的论证。只有那些以系统理论

为基础的法律，才能作为一门课程开设。还应论证学生需要的法学基础知识，

以增强学生对法理的掌握与运用。

第二，课程体系中应加入职业道德教育课程。因为职业道德不是一般的道德，

法律职业的道德十分重要。因为，法律职业是一门特殊的职业，就像医生职业

一样要求执业者必须受过专门的教育，否则就可能出“责任事故”。另外，保

证从事不同法律专业的群体有相同的教育背景，有统一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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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执法时不至于因标准不一而产生不公正。

第三，开设外国法制史课程。外国法制史与外国经济史、外国政治史、政

治制度史、法律思想史、法学基础理论、部门法史等相关学科，各有自己的研

究对象和范围，但又有密切联系和分工。外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包括不同类

型的法律制度的产生、本质和表现形式，即立法的历史；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

的实施以及司法机关的活动，即执法的历史；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在不同的历

史发展阶段上对经济发展、政治演变和文化进步所产生的作用；不同类型的法

律制度发展演变的规律，它与各部门法学是历史与现实，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它的内容涉及各部门法，并通过各种部门法史及理论，综合研究不同国家不同

历史时期的整个法律制度，揭示其本质的特点和规律。

第四，开设法律思想史课程。法律思想史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同时它

也是历史文化中的一部专史，它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哲学史、法律史

共同构筑了历史文化。它与各国通史及各门专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

与法律史、法理学密不可分。例如，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法律系，其课程设置的

经验值得高职院校法理专业建设借鉴。该校法理专业最大特点，是将专业选修

课划分成方向性课程 A—E 组，学生可以根据本专业特长有选择地学习，发挥学

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这有利于学生就业。

第五，法学教育是“通才”教育，是素质教育。法学理论课程教学是素质

教育中的基础教育、学生理论基础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决定着他职业品格和执业

能力的形成，同时对其后劲的积蓄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法学理论课程的教学

改革，就要矫正已偏移多年的教学目标及调整教学内容体系，根据素质教育的

基本要求和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补充和修改其内容，借鉴国内外先进

经验，丰富和完善教学方法。法学教育改革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充

分体现民主法制思想的精神实质，以培养出更多的真正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的

法律人才。

总之，只有高职法学专业课程改革，我们的法学教育才能紧跟时代脉搏和

国际潮流，适时应对挑战和机遇，培养出大批合格的专业型、复合型、实践型、

国际型高素质法律人才，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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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Law Major

Gong Hui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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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al education is “generalist” education, is quality education. Leg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is the basic education in quality educatio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studen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formation 

of his professional character and practice ability, and also has a decisive 

significance for his potential savings. Therefore, the reform of law teaching i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legal theory course, which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and 

needs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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