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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开展法律教学的过程中，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进行有机结合，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但是既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

综合素质，又要求教师能够对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的重要性进行认识，同时也需要教师能够对相应的教学方式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创新，所以

在本文中将主要对法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整合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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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对法治社会进行建设的关键时期，强化人民群众的

法律意识在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学生普遍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未得到完全的确立，所以针对学生开展法律意识教育和法制教育具

有重要意义，也就需要教师能够积极转变自身教学观念、改善教学方法，

促使学生对于法律学进行学习的积极性得到提升，并实现法律教学课堂

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提升，以能够保障我国法治主义社会的建设进程

顺利进行。 

1 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法律这一学科所具有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强的

实践性，通过对法律的学习和应用，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身的合法

权益进行有效保障，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发展。由此可以了

解到，在开展法律教学的过程中，实践教学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实上来看，对法律进行应用的主要作用在于，相关文件的颁布能

够对当前社会存在的现象起到引导和调整的作用，任何人、任何事必须遵

守法律，并在法律的要求下进行相应调整，所以法律理念具有高度的概括

性，法律教学相对于其他学科，也就更加需要应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教学。 

2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 

对于法律教学来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辅相

成的关系，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际教学，均无法脱离另一方而独立进行

存在。若不具有相应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不具有良好的基础，难以得到

有效开展；若不具有实践教学，理论教学也显得十分僵化和空洞。所以一

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重要性，均会导致教学过程枯燥

无味，也就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得到提升。 

从实际上来看，虽然如果教师过于重视实践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热情，但是因为学生不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所以一

旦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遇到突发情况，其将难以对相关的专业知识进行灵活

应用。由此可见，在开展法律教学过程中，必须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所以需要法律教师积极吸收当代的教学理念，以转变自身传统的教学

理念和创新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保障在进行法律教学的过程中，能够将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进行充分结合，使二者所占的比例基本持平，促使学

生在进行法律知识学习时，不仅能够对相关的理论知识具有充分透彻的了

解和掌握，也能够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对已经学习过的法律知识进行科

学、灵活的应用，从而切实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效果以及综合法律

水平。 

3 教学模式探讨 

3.1理论教学模式探讨 

在进行法学教学的过程中，理论教学极易被评价为“填鸭式”教学，

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教学对于教师的教学能力要求相对较高，且片面的认

为理论教学的教学方式单一。所以，为了提升法律教学中理论教学的效果，

教师应根据理论课程本身的框架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促使自

身的理论水平以及教学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例如在对《国际私法》进行教

学的过程中，冲突规范、法律适用、仲裁等多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理论性，

此时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学术问题，对实施案例进行分析，以促使

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思考。 

3.2实践教学模式探讨 

法学实践教学可以分为“例、法、理”三个部分，其中“例”部分应

占据课堂时间的2/3或以上，“法”和“理”则共占1/3的时间。开展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首先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为

基础，引导学生搜集资料、自主学习，并使用理论知识对实践问题进行解

决，以促使学生的法学实践能力不断得到增强。 

4 结束语 

根据上文可以了解到，因为法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将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进行结合，有利于促使法律教学的效率得到提升，并且法律理

论知识相对较为枯燥，而实践活动通常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所以将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进行结合，更有利于促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提

升，也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思考，从而切实保障我国法治

社会得到有效建设。 

[参考文献] 

[1]魏厚玲.高职法律文秘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学改革研究

[J].楚天法治,2019,(33):179-180. 

[2]罗刚,刘博,向歆,等.医事法学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的整合

构建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30(1):56-59. 

[3]胡建华.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视野下高校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协同创新探析——以“宪法学”课程建设为例[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学报,2015,28(5):131-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