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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人才培养与刑法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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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法学人才培养以及刑法教育教学。为确保法学人才培养的高质量，要采取
针对性手段更新传统人才培养方式，了解国内刑法教学的基本情况，定期对法学知识做好剖析，确保当前的教育模式符合
要求。因此，论文主要针对法学人才培养与刑法教学方法简要分析，以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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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对于法律的敬畏以及尊重逐步提高，刑法教

育与中国法学教育息息相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

法学教育的变化情况与当时的国情有着一定的联系，即“刑

法者，苦众生所苦，哀众生之哀”。教学方法也是区域自然

选择所致。为确保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法学教育人才培养

目标的确定十分重要，故做好法学人才培养与刑法教学方法

分析迫在眉睫。

2 刑法教学方法基本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受到社会主义国家思

潮的影响，国内的法学教育主要是以苏联模式为主，课程

内容包括苏联法学知识，课程教材是引进的苏联教材。于

1950年底，国内已经先后翻译 165种苏联的法学教材以及

专著，直接批评了传统的苏联教条主义思想，自编类的教材

开始盛行。但文革时期的刑法课程基本没有任何价值意义，

受左倾主义思想严重，法学教育成为一纸空谈 [1]。文革结束

之后，国家成立的司法部门开始着手编写教材，当时对于法

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为培养熟悉国家法律法规的政法干部，可

直接看出，此时的法学教材基本是对国家政策、法律的注释，

所接受的法学知识培训群体基本为干部群体，普通受众没有

机会接触到相关的知识，所适应的教学方法也是填鸭式教学

模式 [2]，教学模式过于枯燥无味，即为，教师在课堂上将法

律政策的知识以浅显、通俗的语言讲解出来，学生则在下面

将内容背诵出来，采用死记硬背的模式寻求标准答案。该种

“讲一听一记”的讲授模式已经沿袭了几百年。在改革开放

以后，法学教育也抓住机遇逐步飞跃，所开设该专业的院校

逐步增多，招收的人数也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态势。在长

期的社会实践中，法学教育一味强调的学院类的教学模式已

经无法适应于应用型人才需求的突出矛盾背景下了，只有革

新教学模式，逐步适应社会对层次化的人才需求，才可获取

更多的优势。对于刑法课程而言，其属于法学教育中的重要

课程，一般会给予 100多个课时，并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量做好全面调整以及综合分析。结合传统教学模式背景，一

旦教学模式出现变化，则会导致教学目标不符合实际教学需

求，此时，要更新教育教学方法，改变传统单一化的教学模

式，确保学校所培育出的人才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对学习

持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换言之，教育的本质实质上是一

种回馈，将刑法中的精髓以及主要的命题思路、观点在不影

响罪行法定原则的基础上以生动的语言及丰富的案例向学

生阐释，是当下应当推行的刑法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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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学教育革新以及人才培育

教育教学方法的确定以及选择必定要符合人才培育标

准，主要源于人才培育目标会直接制约着教学方式的选择，

双方之间相辅相成且相互独立，此时的刑法学教学应当直接

归属在统一的大目标下。国内的法学高等教育分为法学本科

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后者主要是培育具备较高素养以及理论

知识的工作者，主要用于法学理论知识研究等领域创设，积

极寻求新的法律发展防线，以期为法律制度的更新和完善奠

定基础。法学研究生的教育是以专业化培育为主 [3]，是在本

科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知识的细化学习，要求学生更多从

事于学术发展。前者是为了培育具备法律职业基本素质的工

作者，确保相关人员能够通过法学知识学习，掌握一些基本

的理论知识，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以及综合素质，完成通识

教育的目标。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国内的法学教育开始从

精英化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本科知识学习阶段，一般是

开设 1~3年的法律专业课程以及部分人文社科课程，最后一

学年则前往律师事务所进行实习，按照要求撰写律师毕业论

文，完成最后的毕业分配工作 [4]。在大众化阶段，要求社会

关系的多元化，要求工作人员能够实时进行目标调整，将法

学本科教学人才培养目凸显出来。因此，以笔者浅见，由于

刑法是属于定罪量刑，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的大

法，故教育工作者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审慎讲述，严格以罪刑

法定原则作为刑法教学的圭臬，不宜以自身之情感、意识形

态注入刑法教学之中。另外，国内的法学本科生培育是以通

识教育与职业教育共同组成，学生不仅要学习基本的法律的

技能，更需要养成良好的素质培育，不需要对法学知识进行

过多描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定期或者不定

期进行管控分析，实现最优的数据信息核实，快速规避一些

潜在的安全隐患，实现对结果的合理查询。法学教育的革新

在于适应于社会变化形式，且对各种情况有理可查，具有凭据。

4 法学教学以及刑法教学法革新

法学教育模式的更新以及教学目标的培育之间有着明

显的差异，主要源于教学方法上面的差异，对于刑法教学亦

是如此。现阶段的法学教育模式主要沿袭传统初期所构建的

教育方式，且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十分大。对于如何培养专

业对口的人才，教师基本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学习

的方式进行知识讲授，这与西方国家的教学模式存在相似，

都是注重应用正规的理论教育讲解模式 [5]。经过长期的社会

实践，实践表明，应用该种方式进行知识教学对于培育学生

了解刑法知识有着重要作用，源于学生在经过长期性的知识

学习时，基本了解一些皮毛的刑法学知识，但是却并不存在

理论水平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长期变

化，灌输式的刑法学教学模式存在着弊端逐步暴露，主要包

括教学模式的单一化、教学内容的枯燥性等都存在较大困

难，正是由于该种情况屡见不鲜，教师即使授课十分卖力，

学生依旧无法学到更多的知识，甚至在课程上睡觉。教师一

味地进行知识传输，学生只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在课程上

也难以得到有着主动参与课程的学生。另外，刑法学的教学

理论与社会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如何

运用自己所学习到的知识，并没有更多的实践工作本事，对

于自身所学知识应用手足无措。

法学教学方法的出现在于为教学目的以及教学服务铺

路，刑法学教学法的出现也是同样道理。国内对于法律本科

教学的定位是以通识教育为主，学生在学习期间不仅需要学

习基本的法律理论、原理以及综合概念，更需要具备完善的

法律理论知识，养成良好的法律职业信仰以及认知，形成独

特的法律职业者四维，掌握成为法律从业者所必备的技能，

运用自身所学习到的法律知识解决其中存在的某一些可解

决的问题，使得各项工作能够落地化，促使各项工作能够发

挥独特的优势以及价值，不至于只是一些无用的措施 [6]。对

于刑法学讲解而言，要对其进行更新和改革，但并不意味着

要直接抛弃传统的灌输式的讲解法，可将最新的案例教学法

或者诊所式教学法进行替代处理，根据本科教育的定位以及

人才目标培育需求实现对学生自身能力以及素养的提高。对

于刑法学基础理论而言，要针对不同的学生基本能力以及职

业素养应用统一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以讲授法为主要方法，

辅之案例教学法，让学生能够更快速地理解深奥的法律理论

知识，增强学生的问题认知和分析能力。在学生到了一定的

学习年限之后，要及时将其送往专业的律师事务所进行现实

业务培训，应用新的教育教学手段，以期能获得较好的教学

呈现，实现最终的人才培育。

5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相关部门逐步重视法学人才培

养以及刑法教育教学。为确保法学人才培养的高质量，要采

取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教学方法的重

要性，确保所应用的教学方法适应于教学服务，其所表达的

份风格与教学实践适应在一起，做好实事求是，灵活应用多

种刑法教学模式和手段，尽可能快速完成教学目标，培育出

比较优秀的管理类人才，从而能够达到教学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肖灵.实践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地方高校刑法学教学方法

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4):75-77.

王圆圆.实践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地方高校刑法学教学方

法探索构架[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版,2015(12X):2.

赵秉志.应用性是法律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C]//教育部高等学

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年会

暨“十二五规划与法学教育发展战略”论坛.教育部高等学校法

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2011.

范淼,赵嵩.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刑事模拟法庭

教学方法为例[J].法制与经济,2020(7):3.

张莉琼.刑法学实验课教学方法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6(2):241-243.

张莉琼.刑法学实验课教学方法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