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进展·第 02卷·第 06 期·2024 年 06 月

81

DOI: https://doi.org/10.12345/xdjyjz.v2i6.18141

Analysis on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Reform of Legal Education 
and Legal Vocational Education
Di Jiang
Sichuan Culture and Media Vocational College, Deyang, Sichuan, 6182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reform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in legal education and leg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raditional legal education, analyzes the main challenges faced by current leg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discusses how interactive teaching can help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Explored different way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including student feedback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hen 
explor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pecial emphasis was placed on the role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factors. 
Finally,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necessity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the roles of policy 
makers and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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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互动教学改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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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深入探讨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中互动教学的改革。介绍了互动教学的概念及其在传统法学教育中的运用，分析
了当前法律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互动教学如何帮助应对这些挑战。探讨了评估互动教学效果的不同方式，包括学
生反馈和教学效果的量化方法。在探讨挑战与机遇时，特别强调了技术的作用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未来发展
方向，包括持续改进的必要性和政策制定者与教育工作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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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正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随着法律实践环境的不断变化，

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法律专业人士的需求。因

此，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关注如何改进教学方法，以

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实践技能和职业适应性。互动

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策略，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

有效途径。

2 法学教育中互动教学的引入 

随着法律环境的不断演变以及法律实践对专业技能要

求的提高，传统的法学教育方式已面临诸多挑战。这种背景

促使教育者寻求更有效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和理解深度。在这一变革中，互动教学法应运而生，被

越来越多的法学院采纳，以期培养出更适应当代法律职业要

求的法律人才。

2.1 什么是互动教学
互动教学是一种教育方法，强调学生与教师之间以及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种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课堂活动，通过讨论、合作和实践活动，增强学习的主

动性和实用性。互动教学的核心目标是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过

程中构建知识框架，发展批判性思维，并将理论知识应用于

实际问题解决中。

在法学教育中，互动教学法尤为重要，因为法律不仅

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实践。通过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学生

不仅能够学习法律理论，还能通过模拟法庭、案例分析等方

式，培养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这种方法有助于学生更

好地理解法律的实际应用，从而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更

加高效地运用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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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学教育的传统教学方法
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主要依赖于讲授和模仿学习。在

这种模式下，教授通常在课堂上通过演讲传授法律知识，学

生的任务主要是记忆法律条文和理论，并通过考试来评估其

学习成果。这种教学方式强调理论知识的积累，但往往忽视

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

虽然传统方法在某些方面仍有效，但它对学生的主动

学习和创新思维的激发不足。法律案例的分析往往局限于理

论层面，缺乏实际操作和实时反馈。这种方式也未能充分利

用同伴之间的互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参与感往

往较低。

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更新，越来越多的

法学院开始尝试将互动教学法融入课程中。通过改革教学方

法，例如增加小组讨论、开展模拟法庭训练和案例教学，教

育者希望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

这种改变不仅帮助学生们更深入地理解法律条文背后的原

理，还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们步入

法律职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法律职业教育的当前状况

法律职业教育是为未来的法律实践者准备的关键教育

阶段，它在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专业技能方面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法律职业教育面临着快速变化的法律

市场和日益复杂的社会法律需求，这要求法律教育不仅要传

授法律知识，还要加强学生的实践技能和职业伦理。尽管如

此，法律职业教育仍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需要通过创

新的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来应对。

3.1 法律职业教育的主要挑战
传统的法律教育侧重于理论学习，而对技能训练和实际

操作的关注不足。这种教学模式难以满足法律职业在动态环

境中对于高度专业化和实践能力的需求。学生往往在进入职

场后，才发现自己缺乏处理实际法律问题所需的实务技能。

法律职业教育中的师资力量也面临挑战。现有的法学教

师可能在传授传统法律理论方面有深厚的功底，但在教授实

践技能、使用现代技术和方法进行教学时则可能力不从心。

法律职业教育通常需要较高的资源投入，包括建立模拟法庭、

提供法律咨询实习机会等，这些都需要较大的经济支持。

3.2 互动教学在法律职业教育中的应用实例
面对这些挑战，互动教学的引入为法律职业教育带来

了新的生机。一些法学院已经开始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法。在

这种模式下，学生可以在类似真实法庭的环境中扮演律师、

法官或陪审团成员的角色，处理从起诉到判决的全过程。这

种模拟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还强化了他们的公

众演讲和法律辩护技巧。

在小组讨论中，学生需要与同伴合作，共同研究案例

或准备模拟法庭的材料。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还帮助他们学会如何在压力下进行有效沟通和决策。

技术的使用也增强了互动教学的效果。许多法学院利

用在线平台和法律数据库，让学生在课堂上实时检索法律文

献和案例，进行在线模拟法律咨询。这种方法不仅使学生熟

悉现代法律研究工具，也让他们适应将来可能的工作环境。

4 互动教学的理论基础

互动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方法，其理论基础主要

来源于教育心理学和成人学习理论。这些理论强调学习者的

主动参与和实践经验对知识掌握的重要性，特别适合应用于

法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实践技能。

4.1 教育心理学支持的教学策略
教育心理学提供了许多支持互动教学的策略，这些策

略强调学习者的积极参与和内在动机。认知主义理论强调学

习是一个主动的思维过程，学习者需要通过现有知识的重组

来理解新信息。在法学教育中，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理论，设

计活动让学生通过解决实际法律问题来重组并巩固他们对

法律概念的理解。通过案例分析、模拟审判等活动，学生不

仅能够加深对法律理论的理解，还能学会如何将这些理论应

用于具体情境。

社会学习理论也在互动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强调

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和后果来学习。在法学教育中，这可以

通过角色扮演或模拟法庭活动实现，学生观察同伴和教师的

表现，学习法律辩论技巧和法律文书撰写。教师和资深法律

专家的示范表演可以作为学习的模型，帮助学生理解复杂的

法律流程和技巧。

4.2 成人学习理论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
成人学习理论，由马尔科姆·诺尔斯提出，特别适用

于法学教育，因为法学学生大多数是成人，具有较为成熟的

思维和学习需求。这一理论强调自我导向学习、经验的价值、

学习的即时应用以及内在动机的重要性。

在法学教育中，成人学习理论的应用可以体现在课程设

计和教学方法上。教师可以设计基于问题的学习（PBL）项目，

让学生围绕一个实际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这种方

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激发他们的

内在动机，因为他们能够直接看到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

成人学习者通常拥有丰富的生活和工作经验，这可以成

为法学教育中的一大资源。通过小组讨论和案例研究，学生

可以分享他们的经验，将个人经历与法律知识结合起来，增

强学习的相关性和深度。这种经验交流不仅加深了对法律概

念的理解，还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互助和学习共同体的建立。

互动教学的实施还需要教师对成人学习者的特点有深

入的了解。成人学习者需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学习某项内

容，学习目标和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应当明确。因此，法学

教师在课程设计时应强调这种联系，让学生清楚地看到学习

法律的实际意义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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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互动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

互动教学方法通过引入实践导向的活动，极大地增强

了法学教育的实用性和效果。这些方法包括案例研究法、模

拟法庭演练以及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每一种方法都旨在提

高学生的法律实践技能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5.1 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法学教育中应用广泛的一种教学方法，

它通过分析真实或虚构的法律案例，让学生深入理解法律条

文的实际应用。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要阅读和分

析案件材料，还需要识别法律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并就不同的法律观点进行辩论。这种方法强调学生的主动学

习，教师在此过程中扮演指导者的角色，引导学生思考并提

出关键性问题，帮助他们从多角度审视问题，从而培养他们

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2 模拟法庭演练
模拟法庭演练是另一种极具实际价值的互动教学方法，

它创建了一个模拟的法庭环境，让学生扮演律师、法官、陪

审团或其他法庭相关人员的角色。通过这种模拟活动，学

生可以实际操作从开庭到审判的整个流程，这不仅帮助他们

理解法律程序，还能锻炼他们的公共演讲技巧和法律辩护能

力。模拟法庭演练通常涉及广泛的法律议题，如刑法、民法、

商法等，这样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如何运用不同的法律知

识解决问题。这种活动还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学生能够在较

低压力的环境下犯错并从中学习，这是实际法律职业中难以

得到的经验。

5.3 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
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是促进学生间互动和合作的有效

方法。在小组讨论中，学生需要共同分析案例、准备辩论或

共同完成项目。这种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还激发了他们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的能力，这在法律职业中是

非常重要的。角色扮演则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概念，学生需要

进入特定的法律角色，如律师、客户、证人等，从而更深入

地理解这些角色在法律过程中的功能和责任。通过这样的活

动，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同时

提高他们处理复杂法律情境的能力。

通过这些互动教学方法，法学教育能够更有效地模拟

真实世界中的法律环境，帮助学生在安全和支持的学术环境

中培养必要的职业技能。这些方法的应用不仅使学生在理论

知识方面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在实践技能和职业素养上取

得了显著提升，为其将来的法律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6 挑战与机遇

6.1 技术在互动教学中的角色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在互动教学中扮演了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法学教育中，技术的应用不仅限于基

本的教学工具（如幻灯片和在线资源），更扩展到了高级模

拟、在线合作平台和虚拟现实等领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学生可以参与到极其真实的模拟法庭环境中，不仅提高了学

习的沉浸感，也极大地提升了学习的实效性。

然而，技术的集成也带来了挑战，比如设备和软件的

成本、技术支持的需求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技术培训。确保所

有学生都能平等地访问和利用这些技术资源，是法学院在采

用高科技教学工具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6.2 文化因素对互动教学的影响
文化因素在互动教学的实施中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着学生的参与方式和教学方法的接受

度。在一些文化中，学生可能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而不是

主动参与讨论和辩论，这可能会影响互动教学的效果。教师

需要了解这些文化差异，并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设计

能够跨文化有效沟通和互动的教学活动。

6.3 不同法律体系的教学挑战
法律教育的另一个复杂性在于不同国家之间法律体系

的差异。普通法和大陆法系在法律原理和实践上有着根本的

不同，这要求法学教育在教授互动教学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差

异。教师在设计课程和教学活动时，需要确保这些活动能够

适应不同法律体系的需求，使学生能够在各自的法律环境中

有效运用所学知识。

6.4 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模式调整
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法学教育模式的调整。随着法律

服务的全球化，学生需要准备在多文化和多法律体系的环境

中工作。这要求法学教育不仅要教授本国法律，还应涵盖国

际法、跨国法律实践等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互动教学方法

可以通过国际合作项目、跨国模拟法庭竞赛等方式实施，这

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法律实践，还能增强他们在

全球法律环境中的竞争力。

7 结语

互动教学改革的目标是为法学生提供一个全面、动态

且高效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法律职业领域

中取得成功。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学生以及所有相关利

益方的共同努力至关重要。法学教育的未来将依赖于我们今

天所做的改革和创新，以确保下一代法律专家不仅精通法

律，更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其专业能力和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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