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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法学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我国共有623所高校开设法学
类本科专业，本科在校生数29万多人。
“十一五”期间，我国高校法学教育累计培养法学类专业本科毕业生36万多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
但是，我国高校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法律实际工作的联系亟待加
强，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改革，人才培养质量亟待提高。
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提高我国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实施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培养法律紧缺人才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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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卓越计划对法学教育教学的新要求 （一）卓越计划基本思路与目标的现实解
读 根据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工作设想”，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所构想的卓越计划的
基本思路和目标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制定法律人才培养国家标准，探索
高校与政法、司法等实际部门，国内与海外高校联合培养法律人才的新模式，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人
才培养基地，稳步推进分类分层法学教育改革试点，建设一批具有广阔国际视野、扎实理论功底和丰
富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培养一批国际法律事务高端人才和高素质执法、司法专门人才”。
 据此，我们认为，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制定培养标准和制度。
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将建立一整套相对完整的、体系化的培养标准和制度。
必将更多地肩负起西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任务的西南、西北两所政法大学，必须在这一体系和标
准的建构中发出独立的声音，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标准尤其是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定任务
，并以此主导西部法律人才培养的方向和未来。
这是历史赋予这两所高校的任务。
 第二，变革办学方式。
办学方式的变革主要包括学校与实际部门共同培养、国内与海外联合培养两种模式。
这一模式将有助于高校内部打破原有院系框架，以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划定院系设计，以充分发挥教师
、教师团队的学科特点和开展以教学优势为导向的新型内部教学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探索。
目前，我们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正在就如何借鉴德日法学教育中的导师讲座制展开评估分析和讨
论。
当然，我们的做法并不是要照搬国外大学的讲座制，而是想借用讲座制的形式，来进一步发挥每位教
师的教学特长，从而提升整体教学水平。
 第三，教学目标实用化。
教学目标的实用化，就是要积极探索如何培养基层需要的实用型人才。
教学目标的实用化，也将司法资格考试问题提到了我们教学改革的议事日程中。
以前，我们对待司法资格考试的态度多少有些暧昧、不清晰，而卓越计划的提出，其实是要求我们有
必要将司法资格考试本身也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指标。
至于采用何种方式去完成，这一过程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第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应多样化，即引入实务部门人才和专职教师的再深造，包括学位的提升、国外留学以及
在实务部门的锻炼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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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研究》的内容既涉及教育体制、培养模式，也涉及教学方法、教学艺术等。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研究》的出版既是参会代表们的智慧结晶，也是国家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的重
要成果，亦是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重大项目）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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