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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果简介 

1. 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

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本成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法律硕士生实践教育的师资、

方法、素材、教学组织形式等无法适应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要攻克的是始终困

扰法学教育界的“由法学院通向法院的最后一里路”实践困局。 

    清华大学（法学院）积极探索以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法律硕士生实践

教学改革，以师资结构优化为突破口，创新性地搭建“学院—实务界”平台，通过

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司法实务机构合作，将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的

优秀司法实务专家请入课堂；将司法实务领域的鲜活案例和成果引进课堂；通过创

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组织形式，促进以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实践类课程

教学改革，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

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的重要指示，为法学实践教育探索了一

条新路。 

2. 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1）案例式：采用典型案例教学，理例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2） 研讨式：

以师生结对子的方式，将学生按照诉讼地位分组，在司法实务专家的带领下，实施

实景对抗式演练。（3） 实例剖析：选取普遍性实践样本，启发学生自主剖析与试

错。（4） 观摩教学：观看影像资料与现场观摩，仿真现实场景，对学生进行思维

及技能的训练。  

3. 创新点  

（1）知识架构革新。打破教师主导的一维模式，通过实务场景的搭建，形成“学院

-实务界-学生”三角形知识互动架构，以学有所得的 OBE 评价结构替换单一的试卷

评价。（2）教学方法创新。通过引入交互研讨、模拟抗辩、庭审观摩等创新性教学

模式，优化了知识传递的效率与实效。（3）教学组织形式求新。通过搭建“学院—

实务界”平台，有效避免了实践教学与司法实务脱节；通过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的

衔接，使最新的案例素材、实务经验与司法改革成果惠及教师与学生。（4）课程体

系更新。实践互动平台将法律文书、模拟法庭训练、法律谈判与法律诊所课程有机

连接在一起，完成了实践课组向逻辑自洽、内容互渗、挑战度递增的体系化跃升。 

4．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实践教学改革的创新成果已应用到法学院其它类学生的实践课程体系中，如模

拟法庭初级训练课（本科）、证据法等，成效显著。实践教学改革在提高学生专业

知识技能的同时，通过司法实务专家言传身教，使学生法律职业伦理素质普遍提升

并将法律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深植内心，实现了法学教育在价值塑造上的功能。实

践教学改革的部分成果已经在 2017年第 5期《研究生教育研究》上发表，其经验先

后向近二十所高校进行了推介（如复旦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大学等），

受到兄弟院校的一致好评。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最多3个法人单位）

第(1)完成

单位名称
清华大学 主管部门 教育部

联 系 人 杨如筠 联系电话 01062795151

传 真 01062786513 邮政编码 100084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法学院

电子信箱 yangrj@tsinghua.edu.cn

主

要

贡

献

清华大学（法学院）是"实效性"研究生实践课教学模式改革项目的
主要负责单位和主要完成单位，全过程负责项目设计动议、立项、
启动、实施检验。积极探索和优化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积极组织
体现先进教学理念、代表先进教学方法的实效性法律文书课程创新
实践，并对课程建设与教学所需的各类教学资源优先保障；积极搭
建与国内前沿实务部门的学术联系，为以《法律文书课》、《模拟
法庭训练课》、《法律诊所课》、《法律谈判》等为实验样本和范
例的实效性实践类课程创新提供组织保障。全面负责课程组织建
设、教学方案的设计与讨论、互动与观摩环节的教案审定、教学成
果质量把控、课程成绩考核、教学评估全过程，实践检验期从2014
年2月至目前2018年5月已经4年3个月，取得了较为丰富扎实的教学
成果。部分成果曾获2016年获得清华大学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部
分成果曾获2017年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第(2)完成

单位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主管部门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联 系 人 葛玲 联系电话 01062697081

传 真 01062697629 邮政编码 100080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12号海淀区人民法院

电子信箱 geling6688@163.com

主

要

贡

献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实效性"研究生实践课教学模式改革项目
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参与项目方案设计、实施检验；负责组织选
拔司法专家师资团队,负责协调司法专家的教学安排；参与案例教学
的设计和案例的甄别；积极探索"学校-司法界"互动式创新教育模
式，积极建立司法实务界与教学单位的双向交流机制，对促进高校
法律专业研究生实践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创新实践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是司法实务界对高校教学教育改革的有力支持。实践检验期
从2014年2月至2018年5月已经过4年3个月，取得了较为丰富扎实的
教学成果。部分成果曾活2016年获得清华大学教育教学成果二等
奖，部分成果曾获2017年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四、推荐、综合意见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公章/三位理事签字：

                 年    月    日  

初

评

意

见

评审组签字：

                 年    月    日  

 



复

评

意

见

复评答辩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会长签字：

                 年    月    日  

 



五、附件目录

5.1 成果报告

5.2 成果证明材料目录
附件1-附件3：理事推荐函三封
附件4-附件5：部分成果获奖证明两则

5.3 其他目录
附件6-附件11：佐证材料1-教学课件、教学方案、考题试卷等
附件12-附件14：佐证材料2-课堂教学图片
附件15：佐证材料3-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行业单位等实习鉴定六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