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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学教育的思考 

    法学教育以培养法律人才为目标。从当前国内外的法学教育模式看，怎样认识法学教育的性质———是
法律职业技术培训，还是法学学术素质教育？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之路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法学硕士傅庆涛主要从法学初级学位（也就是通过法律学习后获得的第一个
法科学位）教育方面阐释了有关问题。 
    
    国外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体说来，国外目前并存三种法学初级学位教育模式：第一种是欧洲四年制本科模式。目前在欧洲各
国，都是学生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法学院学习，采取的是四年本科教育模式。总的来看，法、德等国家法
学院主要为学生提供基础素质教育，大学法科毕业后，学生要进入法律职业，还必须进入专门的职业培训
机构学习1—3年；英国法律教育是为培养法律职业者服务的法学教育，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 
    
    第二种是美国三年制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模式。在美国，学生进入法学院，至少要有本科毕业的学历、
本科所学专业则可不同，法学院课程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注重于实践技能的训练。 
    
    第三种是澳大利亚五年制双学位模式。在澳大利亚，学生可有三种途径入读法学院。一是已获其他学
科本科学位的，进入法学院学习3年，毕业时可获法学学士学位；二是对于在读的本科生，有些大学允许
其直接攻读法学学士学位，一般学制为4年；三是高中毕业后，学生直接进入法学院学习，但必须同时学
习可获另一科本科学位的课程，此种学制一般为5年。这种教育注重实践性训练，实质上是一种素质教
育。 
    
    这些国家采取不同的法学教育模式，体现出对法学教育性质认识的差异。 
    
    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和改革 
    
    目前，我国在传统的法学本科教育基础上，又创立了法学第二学士学位和法律硕士学位，以培养应用
型和学术型人才为目标。多种模式并存，这是中国的一大创举，实践中，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多层次、符合
不同需求的法律人才。但是从中也要看到：这一多种模式并存也存在一定弊端，有待于对法学教育性质定
位予以进一步明确。比如：这一多模式并存，使得难以形成有效的法学学业衔接，法学本科毕业后可以继
续攻读法学硕士、法学博士，但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硕士教育难以衔接，法学硕士如何与法学博士相衔接
亦成为问题。 
    
    其实，法学教育既要进行法律知识、技能的教育，又要进行普通常识教育，然而更重要的是对法律基
本精神、法律信念、法律道德的培养，这对法律信仰的形成、法治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法学
院长时间学习生活的熏陶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进入21世纪的法学教育，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即应
重视大学基础教育，培养法律信仰和修养，传授基础理论和法学方法论，为毕业后从事多种职业进行准
备。 
    
    我国法学教育在进一步改进、完善的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应尽早明确法学初级学位教育的性
质定位，应着重改革现有的本科阶段学位教育模式。法学初级学位教育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法科教育，既与
法学硕士、博士教育不同，也与法学继续教育、普法教育相区别。它只能以培养具有基础法学知识和人文
科学知识的人才为目的，是一种素质教育、基础性教育和通才性教育，主要教学目标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法
律职业或法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前，在找准中国法学初级学位教育模式发展方向的同时，还应尽快
建立起学生在法科毕业后、进入法律职业前的职业培训机制，以使法学院教育与法律职业能够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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