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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主要探讨当前法律文献检索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高校对课程定位不高、文献检索资源

不足、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学生的专业知识不足以支撑法律文献检索课程的开展等。针对这些问题，

研究提出了相关教学改革措施，旨在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改革措施包括引入课程思政元

素、采用目标导向的教学方式以提高课堂参与度、增加实践课程内容、改革课程考核方式、以及提高任

课教师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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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mon issues present in the current legal literature search course teach-
ing, including the low positioning of the course by universities, insufficient literature search re-
source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content and practice, and students’ lack of profes-
sional knowledge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gal literature search courses.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relevant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aimed at improving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The reform measures include integrating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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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adopting target-oriented teaching methods to 
increas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enhancing practical course content, reforming course assessment 
methods, and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teaching staff. 

 
Keywords 
Legal Literature Retrieval, Educational Reform, Legal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法律文献检索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在法律领域内高效获取、评估和利用信息的能力。这不仅涉及

到对法律条文、案例和学术论著的检索技巧，还包括对这些信息的深入分析和批判性思考[1] [2]。随着法

律信息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法律文献检索课程需要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3]。
本文分析了当前法律文献检索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学校对课程重要性认识不足、教学方式落后、课堂

内容与法律实务脱节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改革措施，包括引入课程思政、采用目标导向的教学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等，以提高学生的法律信息检索素养和实践能力。通过这些改革，旨在使学生能够在

未来的法律职业中有效利用法律文献资源，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 

2. 法律文献检索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原因 

2.1. 学校对本课程的定位不高 

在当前法学教育体系中，部分高校在法律文献检索课的课程设置上缺乏重视[4]，比如把课程性质设

置为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总课时设置一般仅有 16 课时等，导致学生和教师对本课程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认识不足。这种弱势的课程定位不仅影响了授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削弱了本课程在法学教育中的核

心作用。具体来说，由于课时受限，教师往往只能在授课计划中粗略覆盖基础的检索技能，而无法深入

探讨如何高效对海量法律文献资源进行批判性分析和综合检索应用。学生也往往因为课程的选修性质而

缺乏学习动力，认为这不是他们专业发展的关键部分，从而忽视了法律文献检索在培养法律思维和解决

实际法律问题中的关键作用。 

2.2. 学校开放给学生的文献检索资源不丰富 

在法学教育中，文献检索资源的丰富性对于学生掌握法律实务技能至关重要。然而，大多数学校仅

向学生开放知网、万方等基础数据库，而未能提供如威科先行、北大法宝、Westlaw、LexisNexis 等与法

律实务工作更为紧密相关的专业数据库查询权限，这较大限制了学生接触和利用最新法律信息资源的能

力[5]。法律垂直行业的数据库一般能全面覆盖最新的法律法规、司法案例、专业文章等，对于培养学生

的法律实务检索和案例分析能力具有显著优势。而由于缺乏专业资源的访问权限，学生在法律检索的实

践环节中，无法充分体验和练习实际工作中的检索流程和技巧，从而制约了将理论知识与实务操作有效

结合的能力。这种情况不仅削弱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也降低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实践的衔接度。 
此外，部分高校目前并未能够引进和开放专业的外文法律数据库，这对于学生检索和了解涉外法律

知识、培养国际化的法律知识和素养而言，将会产生较大的限制性作用。对此，2023 年 12 月，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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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进行的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已提出大力加强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的方针，明确提出“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践为导向

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

法治人才”之培养要求。然而，要令学生在法学本科学习阶段逐步成为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

务的涉外法治人才，外文法律数据库无疑是重要桥梁，而部分高校在外文法律数据库资源上的充足性是

否有所欠缺，值得深思和改进。 

2.3. 教学内容与实践应用脱节 

在法学教育领域，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实践性对于学生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许多学校的法

律文献检索课程仍沿用陈旧的教学内容，未能及时更新以反映最新的法律动态和相关前沿技术。这种滞

后导致教学内容与法律实践应用之间存在明显脱节，使得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难以直接应用

于实际法律工作中。例如，课程中可能过分强调藏书、报纸纸质文献的检索方法，而忽视了电子资源和

在线数据库的利用，或是缺乏对最新法律科技工具的教学，如法律分析软件和人工智能辅助的案例检索

工具等[6] [7]。这种脱节不仅削弱了学生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也降低了他们适应快速变化的法律环

境的灵活性。 

2.4. 学生专业知识薄弱，文献检索基础能力不足 

在法律文献检索课程中，学生专业知识的薄弱直接制约了其检索效率和准确性。由于对法律体系和

专业术语缺乏深刻理解，学生在构建检索式、选择关键词时常常出现偏差，难以精准定位到相关法律条

文、案例和学术资源。此外，学生在文献检索基础能力上的不足，如不熟悉法律数据库的高级搜索功能、

无法有效筛选和评估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进一步加剧了检索结果的不理想程度。 
另外，大部分学生在本课程开设前几乎不具备法律文献检索的意识和基础能力，也是本课程的授课

内容合理规划的难点之一。在本课程的第一节课中，我们针对东莞城市学院法学院的部分专业学生关于

此前是否有接触过专业的法律文献检索工具进行了课上电子问卷调查，发现仅有 25%的学生对威科先行、

北大法宝等法律专门的数据库有过了解，大部分同学仅把普通搜索引擎如百度等作为法律文献检索的常

用工具。 

3. 教学改革措施 

3.1. 引入课程思政元素，激发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 

在法律文献检索课程的教学改革中，引入课程思政元素是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措施之一。通过将思

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教学过程中，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培养他们成为具有社会责任

感和职业道德的法律人才。具体而言，可以在法律文献检索的教学环节设计中，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成

就和挑战，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法律文献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分析真实案例，展示法

律文献检索在解决实际法律问题中的应用，增强学生的职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可以结合国内外

法律文献检索的最新发展，让学生了解国际法律文献检索的动态和趋势，拓宽国际视野，激发他们为国

家法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的内在动力。 

3.2. 以学生为主，采用目标导向教学方式 

传统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以教师为中心，在课程中忽视了学生个体差异和个性化需求，导致学生参与

度低且缺乏学习效果反馈；另一方面缺乏清晰且具体的课程目标设计。这种教学方式未能有效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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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动机，也不适应法学领域的快速发展，限制了学生的学习发展潜力。因此，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

目标导向的教学方式对于提升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可以采用 BOPPPS [8]的教学方式进行课堂内容设计及教学，通过把完整的课堂

内容划分为课前导入、学习目标呈现、预评估、参与式学习、后评估、课堂总结这六个环节，并在各环节

中增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比例，力求在目标导向的基础上把课堂回归到学生身上，提高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与积极性。同时，建议可以考虑将法律文献检索课改革成为法律文献检索与写作，通过法律文献

检索技能的提升直观反映到写作成果的提升上，也有利于加强目标导向和教学成果的检验。 

3.3. 增加实践课程内容的占比 

增加实践课程内容的占比是提升法律文献检索教学效果的关键措施之一。一方面是增加法律文献检

索的实践课时至 16 课时以上，并通过在课堂内容设置中加大上机实践环节的比重，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

机会直接操作法律文献数据库，加深对检索技巧的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通过时事案例分析、模拟法

庭、项目研究等多样化的课内外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把文献检索技能应用于实务的能力和职业素养。因

此，如果能够将法律文献检索课程和模拟法庭课程安排在同一学期讲授，让学生感受到在法律实务中法

律文献检索技能的重要作用，也将较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学生将其学习到的检索技能实时

运用到模拟法庭课程，也能增强其在模拟法庭课程的学习效果，相辅相成。 

3.4. 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目前法律文献检索大多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往往只能评估学生对知识的短期记忆效果，而无

法全面反映其对检索原理的理解程度和对检索技巧的实践运用能力。因此，法律文献检索的教学改革中

将考核方式转变为大作业，并把整个课程周期的形成性评价与大作业的终结性评价作为学生在该课程的

综合评价。 
具体而言，形成性评价侧重于学习过程，通过持续帮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存在的问题，

鼓励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改进。这种评价方式包括课堂参与、小组讨论、中期报告和文献检索日志分

析等，使学生在整个学期中都能及时得到个性化指导和支持。终结性评价则关注最终学习成果，通过大

作业的形式，如文献综述、案例分析报告或模拟法律研究项目，评估学生综合运用法律文献检索知识和

技能的能力。综合性大作业要求学生展示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实际应用能力，更贴近法

律实务工作的实际需求。 
通过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法律文献检索课程的考核方式将更加全面公正，不仅能够

激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参与，还能够更准确地评估他们的整体学习成果，为他们的法律职业生涯打

下坚实基础。目前，东莞城市学院法学类本科专业的法律文献检索课的教学设计即采用把整个课程周期

的形成性评价与大作业的终结性评价作为学生在该课程的综合评价的方式，给予授课教师较高的考核自

由度，也有利于增加师生间的互动交流。 

3.5. 提高任课教师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教师作为法律文献检索课程的直接传授者，其专业水平和师风师德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对于

专业水平，一方面教师应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能够准确把握法学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另

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师需要熟练运用各种法律数据库、文献管理软件以及在线教学平台，

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对于师风师德，首先教师应展现出对法律文献检索工作的严谨态度，强调检索

过程中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教育学生在法律研究中要坚持诚信原则，反对抄袭和伪造数据等学术不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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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应耐心指导，及时跟踪问题解决进度，培养学生面对挑战时坚韧不懈的工

作态度。最后，教师应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合作，通过小组项目等形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这对

于未来在法律团队协作中至关重要。 

4. 结语 

本文通过深入探讨高校法律文献检索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籍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

教学改革措施，包括在课程设计中适当引入课程思政、教学方式聚焦于学生上、课程设置增加实践内容

比例、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及教师素质提高等。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期望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

在有限的课时中充分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的法律职业需求。

法律文献检索不仅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学生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教

学改革的最终目标不仅是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法律文献检索技能，而且要具备独立研究和应对复杂法律

检索问题的素质。 
我们认识到，课程教学改革是一个持续过程，需要学生、教师、学校和法律各界的共同努力和不断

反馈才能逐步成熟。我们期待这些改革措施能够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完善，为法学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随着法律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我们相信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扎实法律知识、高效检索技能和

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法律专业人才，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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