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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法学本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探讨。
首先，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历史入手，探求其特点，为当今进行的法学本科教育改
革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料。
其次，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探讨了法学本科教育中
的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内容和实行的措施。
在次，对法学本科教学的方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教学、诊所法律教育，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
行了探究，尤其对其具体的实施过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对法学本科的教学改革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毕业论文写作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了探析，重点从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答辩和质量保障等
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探索和创新；对法学专业见习与实习的目前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
法学专业见习与实习的具体实施措施以及制度创新与完善。
最后，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进行了探讨，从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和法律职业道
德教育内涵入手，对高校法学本科教育应加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应然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结合
我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和美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考察，提出了加强我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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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原因分析第三节 法学专业实习程序一、指导教师的确定二、联系实习单位三、实习动员四、法学
实习五、实习成绩的评定第四节 法学专业实习的保障一、加强专业实习制度建设二、加强专业实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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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变革的表现三、强化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结果第五节 加强我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一、应当
将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法学专业教育中二、应当开设专门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课程三、应当让学
生在体验式的实践中树立法律职业道德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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