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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based on law”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mea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is no longer disjointed, the teaching content also has the re-
quirements of “theory in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in theory”, the vocational oriented legal talent training mode needs to change from 
undergraduate law teaching to practical teaching. As the fundamental law of a country, Constitutional Law is the basis for the formu-
lation of basic laws and one of the 14 core courses for law undergraduates, the constitution is bound to be inseparable from social life. 
To carry out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in the teaching of constitutional law course, and reform and explore constitutional law teaching 
contents, methods, assessment, mechanism evaluation and other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pos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law in the prac-
tical teaching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training of legal talents and improving the constitutional consciousness of legal talents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untry’s 
rule of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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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法学实践教学”的推广和“实践应用型”大学的转型，意味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不再是脱节的前后关系，教学
内容也有了“实践中之理论”“理论中之应用”的要求，以职业为导向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本科法学教学向实践教学进
行改变。《宪法学》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基本法律制定的依据，是法学本科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宪法必然脱离不
了社会生活。在宪法学课程的教学中进行实践教学改革，通过对宪法学教学内容、方式、考核、机制评价等方面进行改革、
探索，强化在法律人才培养中宪法学实践教学的根本大法的地位，提高法律人才的宪法意识，对中国宪法立法发展、人民宪
法意识、国家依宪依法治国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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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宪法教授、学习以及研究同宪法一样，是一个古老且

从古希腊时期已经开始研究和探讨宪法的教学和学习，目前

中国的宪法教学是针对成文宪法进行理论学习，显然在学生

以及教授的教师都直接把宪法列入了较为纯粹的理论学习研

究，对宪法的实践学习变得越来越弱，甚至直接忽视。其实

不然，历史上宪法的公布被认为是从其他国家统治下获得独

立和解放，宪法的产生是一段段宪政实施和宪政运动的产物，

通过实践的斗争，以契约的方式对国家取得的合法地位和国

家主权被承认，并对国家权力的运用实施进行确认和规范。

宪法不仅具有政治活动的组织能力，还是其他法律制定

的标准和依据，同时宪法还是国际上政治交往、国家独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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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承认的工具。从本质来看宪法是实践运用极强的科学，

如何从显然的宪法是理论知识的学习，看清楚宪法不显然的

实践实质，宪法实践教学的目的是引导学生掌握宪法的实践

能力，培养高阶法律人才。

2 宪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的发生机理
2.1 “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的制度推动

从宪法产生的历史来看，宪法的目的总会包含一些政治

行为的某种方式和对政治制度采取某种态度的要求，向公职

人员明确他们的权限，针对广大群众，提供给他们充分的政

治生活机会，发表意见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其他参加

国家管理的权利，宪法是国家建设的媒介物，成文宪法是其

外在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

面推进了依法治国，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当公

民的法治意识提高，并以此产生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

宪法实践教学改革发生的大环境。

2.2 实践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

中国对宪法学的教学在传统上是以“教师、教材和课

堂”为中心，以理论和少许的其他国家案例进行课堂讲解，

常出现法学教学变成政治哲学理论课程的情况。在当前中

国作为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信息化的大数据分析，制度、

规范和法律的全球化运用，中国面临着全面的改革开放以

及新疆在“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机遇，这就要求法学教育

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实践应用的法律人才，宪法学的实践教

学改革势在必行 [1]。

2.3 宪法学实践教学的模式变革

实践应用型本科教学运用新的教学模式，得到了高等学

校的认可，本科教学除了基本理论教学，更加重视产学结合，

实践运用与教学结合，职业技能教育与知识提升相结合，在

宪法实践教学教师在讲授这门课时，要努力找到宪法学中理

论和实践的联系，不再是空洞的理论学习，运用宪法实施中

的程序，通过模拟环境（法律诊所、模拟选举、模拟法庭、

模拟立法等）和参与真实环境（为地方人大会议的举办提供

服务或参观，观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实验实训、学

生实习、交流交换等）激发学生对未来职业的认定和自身兴

趣的开发，落实理论学习（加强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主导、

将学生需要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

在实践中将理论知识转变为“武器”[2]，从而在实践教学中

缩短学生适应社会的时间和过程，培养出能解决现实问题的

有优秀法律职业能力大学生。 

3 宪法学实践教学改革范畴

“教无定法”是传授知识基本的理念，教学本来就不应

该拘泥于课堂讲授，但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应试的驱动，

迫使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变为了单一的课堂传授，有教学经验

的教师明白，任何一种教学模式和方法都不能解决所有的教

学问题，传授者的主体差异，受教育者的主体限制，宪法学

实践教学改革不是没有主线的全面爆炸，而应该在一套主导

模式下进行的全方位改革 [3]。

3.1 宪法学实践教学内容的改革

宪法学实践教学改革首先要体现法科学生的专业特点，

在宪法学的教学中让学生能比较系统而扎实的掌握宪法学知

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是前提基础；而宪法学展现的对政

治、经济、历史、人文等多方面的社会信息具备洞察和解决

能力，这些需要法学学生具备独立思考和认知能力；宪法学

课程在授课中需要将学生运用模拟或者直接参与实践案件进

行实践培训，将这些实践培训以课程的方式系统地设置，将

现有的宪法知识设置出一套配套的实践课程；让学生参与模

拟立法、全国人大代表会议、选举、国家机构、权力分配，

并对已有的法律知识进行实践调查，培养出能掌握宪政实施

规律的高阶段法律人才 [4-6]。

这需要对宪法学课程功能需求定位清晰，在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理论教科书的基础上，建立实践课

程，宪法学的实践课程结构需合理，需要通过模拟实践和真

实的实践结合保障，这部分的宪法学实践课程是依据宪法法

条为基础精选出来的教学内容，而宪法实践教学的关键是进

行改进教学方法 [7]。

3.2 教学模式的改革

3.2.1 建立宪法学实践教学基地

目前，中国很多高校都开始设置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大

量的实践证明实践基地的建立对于法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有重

要的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法学教学不再仅仅局限校园内教

学，宪法学实践基地可以加强学校与法院、检察院、律师事

务所、政府、企业等单位合作，运用各种资源提高实践教学

的质量，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培养实践应用型人才，

同时尽其所能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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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建立宪法法学实践教学实验室 

宪法学实践教学的实验室主要有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中

心、法律诊所教室等，通过模拟实践让学生对宪法知识有一

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对于实践中在不同的环境下和不同的角

色中，学生在学习时自觉把自己放入将来的职业角色更加准

确的掌所要学习的知识。

3.2.3 组织安排进行宪法学的实习实践课程

宪法学的不仅是让实习学生深入公检法等部门，同时让

学生深入政府和人大直接接触宪法法律现实问题 . 通过实习

使学生密切接触实际问题，直接展开职业工作，了解国情、

培养职业能力，巩固理论知识。

3.2.4 法庭旁听和人大会议旁听

中国目前运用宪法开庭判案的案例很少，但是通过法庭

的开庭可以检测了解中国基本法在实施运用当中是否存在违

宪情形，然而人大的会议的旁听对于宪法实施的检测更加真

实，所以法庭的旁听和人大会议的旁听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真

实、系统和真实的宪法学习实践培训。

3.2.5 法律援助是指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为当事

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

律师自发地为贫困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慈善行为，逐

渐演变为国家保障公民实现合法权益的国家行为，既是现代

法治国家一项不可缺少的法律制度，也是法律文明与社会进

步的体现。 

3.2.6 代理真实案件

法学院校的法援组织可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代理符

合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案件。一方面，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

另一方面，锻炼诉讼的相关能力。为了更好地开展法律援助

活动，应当与司法系统的法律援助中心联系，取得支持，在

校内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或法

律援助工作站。     

3.3 宪法实践教学手段的改革

3.3.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由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选择适当

的案例，组织学生进行研究和讨论，锻炼学生的分析、归纳、

总结能力。但是，目前中国的宪法实践案例大多为国外案例，

中国的法院发生的宪法学实践案例极少 [8]。这就要求教师准

备要充分且要有多方面知识的储备，精心组织，认真实施每

个步骤或环节；要把学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学生在案

例教学中起着主角作用。让学生的参与意识越强，效果就越好。

3.3.2 互动式教学法 

互动式教学法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

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共同参与教学过程，使教学双方充分发

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师生之间相互对话、相互讨论、相互交

流和相互促进，不同观点碰撞交融，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

一种教学方式 [9]。

3.3.3 角色模拟教学法 

角色模拟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不同教学

内容，有计划地给学生分配角色，让他们扮演其中的人物，

训练学生站在不同角色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尝试用不同的方

法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系统掌握所学知识和应用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3.3.4 大脑风暴教学法 

大脑风暴教学法是指在课堂上，由一人提出问题，进行

集体讨论，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启发、相互激励，不断利用

别人的灵感加以想象、变化、组合，引起创造性设想的连锁

反应，产生尽可能多的创意，然后对提出的设想方案进行分

析，找到最适合的答案。它有助于开发学生的智慧和创造力，

在最短的时间内发挥集体的创造力，从而获得更多解决问题

的方案 [10]。 

4 宪法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应用人才培养的

衔接
4.1 制定实践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法学本科教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培养一大批掌握基本

的法律专业理论知识，有较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较强的适应社会能力、应变能力的法律应用人才。

法学专业必须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立足职业教育，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在抓好专业教育即完成理论教学和知识传授

的前提下，突出强调学生应用性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

法律思维的训练，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律思维品质；重视法学

方法论的教育，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运用基本理论处理具体

案件的能力；强化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4.2 培养具有自身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人才

尽管在教学体制内采取了一系列实践、实习等技术性弥

补方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求。法学教育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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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等院校中的专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将法学精英培养

作为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使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形成一种

良性互动关系。将法学精英的培养按照法律职业的要求构筑，

包括教育、考试、培训制度的整体建构，这是知识社会的必

然要求，也是两大法系对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共性体现，还

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对法学精英在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法

律技能等基本资质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 [11]。

4.3 加强宪法学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培养复合型法

律人才

复合型法律人才指具备一定的人文、社会或理工学科的

知识基础，同时具有严密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和相应的法学

理论知识的法律人才。可以看出，该类培养目标不仅仅着眼

于专业知识的精通，还要求学生具有更丰富的相关学科知识，

并能做到专业与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除此之外，清华大学

法学院将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

底和较强的法律应用能力，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必要的自

然科学知识、管理知识，适应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12、13]。

5 结语

宪法是规定各国政治和权利分配的基本理念，是组织国

家这个统治机器的作用以及该机器的运行模式。但是，对于

宪法的理念的学习却与现实的实践运用处于背离的状态，宪

法的规定如何在实践中应用并培养出懂得宪法理念、理解宪

法实施的专业人才成为宪法实践教学改革必须进行的教学改

革。在宪法学教育中，我们不仅要培养懂法和守法的公民，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能正确运用法律、保障社会主义法律得以

正确实施的优秀的执法和司法人员及其他法律执业人员，使

他们具备很强的法学实践能力。因此，在宪法学教育的目标、

理念及教学模式的设计中，应该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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