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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法治中国建设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未来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主

要目标和任务就是把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这就需要法律硕士人才的培养能够及时地适应

新时代的变化，符合高质量复合型的要求。然而我国的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培养

目标、课程设置及方向定位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导致难以适应社会对法治人才的需求。本文以法律硕士

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为突破口，系统分析目前法律硕士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存在的局限性，探究在新时代

课程体系变革可选择的路径以及完善保障机制，以期为我国在新时代建设法治中国培养高质量复合型的

法律硕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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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basic formation of the general model of a global rule of law,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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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in China has opened up a completely new situation. The main goal and purpose of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s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a comprehensive govern-
ment of the country, which requires the cultivation of LL.M. talents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the 
new era in a timely manner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being high-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However,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the training 
goals, curriculum and orientation of China’s master of law talents, resulting in difficulties in 
adapting to the society’s demand for rule of law talents. Tak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LL.M. 
talent training as a breakthroug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LL.M. talent training course system, explores the alternative paths for th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es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master’s degree talents for China to build a rule of law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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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

的意见》中指出加快完善法学教育体系，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培养高质量复合型法治人才。在推进法治

中国建设进程中，培养高质量复合型的法治人才，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国家各

方面工作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法律硕士培养制度的建构必须围绕公共治理和社会需求进行，为

国家法治建设和各行业提供大量德才兼备、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才是设置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的根本目的[1]。但大多数培养单位现有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考核方式、论文评价标准等培养环节，

难以产出社会急需的复合型、高端型法律人才[2]。本研究发放了 100 份调查问卷，以在校法律硕士为调

查对象，调查在校生对于现有的课程体系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76%的在校生认为应当改进完善现有

的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更多呼应社会的需要，增强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高校是社会主义

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而高校教育工作的核心环节就是课程体系研究。教学模式改革要从优化课程

体系入手，因此培养高质量复合型法律硕士人才就有必要从高校的课程体系入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优化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着重培养法治人才的实践能力，提高法治人才培养的质

量，适应新时代对法治人才的需求。 

2. 我国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目标的变革 

法律硕士人才的培养目标随着法治建设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变化。十八大以来，我

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法律硕士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以顺应时代的培养目标为导向，

要明确法律硕士人才培养在新时代的定位，就需要梳理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目标在各个时期的不同表现，

从而区分当下新时代对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的需求与过去的不同，进而设计出一套符合时代需要的课程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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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的发展历程 

随着 1982 年宪法的公布实施，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开始繁荣发展，法学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学

术型、理论型人才为目标。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和社会更加需要的是能够运用法律知识和

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务型人才。于是，为了适应人才需求的变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 1996 年第十四

次会议通过了《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设置了法律硕士(JM)专业型硕士学位，批准北京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多所政法高校开始招收法律硕士。这一时期对法律硕士学位定位是具有

职业背景，目的是培养法律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 
2000 年，我国只面向非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招收全日制法律硕士，法本法硕教育就此终止。这次的

变革主要是受美国法律博士教育经验的影响 1，这种将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的方式确实能够为社会输

送复合型人才，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基础，那就是我国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基数很大。这些

法学本科毕业生也是未来从事法律相关职业的主力军，但是围绕着法学本科毕业生的职业教育却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因此，2009 年国务院学位办又设置了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 2。至此，我国的法治人才

培养步入了正轨，中国的法学研究生教育就出现了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学硕士“三足

鼎立”的局面，前两者是专业学位，后者则被认定为科学学位[3]。2023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中指出为适应法治建设新要求，要

加快发展新兴学科、完善涉外法学，同时加强法学与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意在为新时代的法治建

设培养高质量复合型的法治人才。 

2.2. 新时代对法律硕士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为我国

法律硕士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即高校要培养一批出色的高质量的、复合性的法律硕士人才。当前，

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

法治和涉外法治[4]是接下来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这种转变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新兴学科人

才以及涉外领域人才来具体推进各项工作，也就是说对新时代的法治人才培养提出了高质量、复合型的

新要求。一方面，“高质量法治人才”是与传统培养模式相比较而言的，我国法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

法学教育日趋大众化，教学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教学质量的提升，高端、涉外、复合型法治人才极为

“短缺”，而中低端法治人才相对“过剩”；精通法律实践的实务型人才供不应求，而法学理论型人才

却供过于求[5]。因此，我国对于法治人才的培养亟需做出改变，培养“高质量的”法治人才。另一方面，

“复合型法律人才”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宣告及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 3 对法治

人才培养提出的更进一步的要求。新时代呼唤的复合型法治人才指的是以法律为主科兼通其他学科的复

合型人才，即“法律 + X”型的复合型法治人才，这种“复合”强调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融会贯通，比如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设的国际商法、经济法课程，资源与环境学院开设的土地法学课程(除此之

外，中国农业大学 2016~2017 学年春学期开课课程清单中与法学有关的课程如表 1 所示)，这实质上就是

主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培养该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体现。 

 

 

1美国没有法学本科教育，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的学生可以报考法律博士，并以此为跳板从事法律行业。所以美国的法律博士属于法

律基础教育，同时也是职业教育。 
2 在 1995 年 4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法律硕士是招收法学

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的。2000 年起法律硕士专业限招国民教育序列的大学非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报考。2009 年根

据规定法律硕士可以重新招收法学本科毕业的学生。 
3党的十九大明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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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urses related to law in the list of courses offered in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16~2017 academic year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表 1. 中国农业大学 2016~2017 学年春学期开课课程清单中与法学有关的课程 

课程号 课程名 课程类别 学分 总学时 选课人数 课容量 

11111200 经济法 学科基础课 2.5 40 108 176 

11111200 经济法 学科基础课 2.5 40 39 100 

11111200 经济法 学科基础课 2.5 40 132 323 

12112770 刑法分论 专业必修 3 48 40 62 

12113520 法理学 专业必修 2.5 40 40 106 

13312028 宪法学 专业必修 3 48 37 45 

13312029 民法总论 专业必修 3 48 37 60 

12114440 公司法与破产法 学科基础课 3 48 36 64 

12114450 商法 学科基础课 4 64 38 60 

12114480 知识产权法 专业必修 3 48 36 64 

12114180 刑事诉讼法 学科基础课 3 48 40 64 

12114190 债与合同法 学科基础课 3 48 40 62 

12114200 经济法 公共基础课 4 64 40 64 

12114210 国际私法 学科基础课 2 32 41 62 
 
法律硕士的人才培养应当根据社会对法治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培养目标，将高质量复合型

法律硕士人才作为新时期的培养的方向，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明确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之后，

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课程体系对课程的各个构成要素进行排列组合，排列顺序决

定了学生通过学习将获得怎样的知识结构，这决定着学生通过学习将获得怎样的知识结构，即解决了“如

何培养人才”的问题。因此，面对新时代对法律硕士人才培养提出的“高质量”、“复合型”的新要求，

应当从课程体系研究出发，探究实践路径。 

3. 我国法律硕士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局限性 

3.1. 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课程体系同质化严重 

自从 2009 年开设法本法硕专业学位以来，越来越多的院校具有法本法硕培养资格。这些具有法本法

硕培养资格的高校似乎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不成问题，但从实际的课程设置、教学、实训、考核等方面来

看，法律硕士的培养存在严重的同质化情形。这种同质化具有两个层面，一是培养单位在培养模式选择

方面呈现雷同之势，不能依托学校优势学科，一些办学资源较差、经验和师资不足的院校倾向于完全借

鉴法科强校的办学经验[6]；二是培养单位内部不同类型法学教育之间培养模式类似，主要体现为法律硕

士的培养与法学硕士的培养混为一谈。 
现行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结构由必修和选修课程、实践教学与训练、学位论文三部分

构成，虽然现行的课程设置强调实践教学在培养中的重要性，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各高校的

实践课程设置一成不变，缺乏特色，没有针对本校的实际情况和法律硕士培养目标进行具体分析，对于

相关课程体系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不能培养出符合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要求的法律硕士。

部分学者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对河南省四所高校的法律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法律硕士

研究生对学校实践课程设置的满意度最低[7]。我国传统法学学科教育基本上采用大陆法系教育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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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体系、科学的理论知识为主，不重视法律事务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说，法律硕士课程的设

置没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没有兼顾传授知识与训练实务能力的良性互动，也没有将理论性和

职业性相结合。这并不符合新时代法律硕士人才的培养目标，不利于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3.2. 教学方式和考核标准与“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不匹配 

各高校在进行法律硕士培养之前，往往都有长期培养本科生和法学硕士的经历，也基本由原来同样

的老师为法律硕士生授课，因此当很多教师的教学对象变成了法律硕士时，授课方式并没有相应地改变，

和给法学硕士生或法学本科生的授课方式别无二致，普遍仍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看似一些课程名称

包含“实务”二字，能够引导学生向“高质量人才”发展，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法学硕士生或本科

生没有什么区别，因而，即便许多院校有法学实践教学环节，也沦为了一种“实践”活动和“面子”工

程[8]。“高质量”法律硕士人才要求学生在法律实务中，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除适用法律外还须考虑

基本事实认定、复杂社会关系、各种利益冲突、特定文化习俗、道德风尚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相关情

况。 
与此同时，我国法律硕士人才考核标准同新形势相比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人才评价唯论文、

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四唯”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9]，这都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桎梏。从法学

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实际就业方向来看，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求职工作职位相似，并没有区分理论人才

和实务人才。目前，大多数高校并未针对法律硕士构建专业的独立于其他法学培养的质量评价体系，而

是按照法学硕士的评价考核体系来评价法律硕士的教育质量。 

3.3. 学科交叉融合度不满足“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要 

我国法学教育的培养模式受美国的影响。美国法学教育的主流是复合型高层次的职业教育，这种人

才培养模式影响着我国的法学教育由学术型培养为主向复合型、应用型的法律职业教育转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不断探索交叉学科培养模式。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理念、

模式、机制等多个方面存在知识单一、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传统法律人才培养学科壁垒难以打破，学

科交叉融合度难以提升。 

4. 高质量复合型法律硕士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变革的路径选择 

法律硕士的课程培养体系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改革和调整，培养方案日趋完善，但是在培养方向定位、

本硕课程衔接方式、课程质量以及学科交融度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立足于新时代法律硕士人才培

养的新理论、新目标、新手段，法律硕士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变革也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既要抓末端、

治旧病，也要抓前端、治未病。 

4.1. 课程设置突出与其他法学教育类型的差异 

4.1.1. 以毕业论文类型为切入点考虑课程设置的差异性 
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的区别在于培养方向上的侧重有所不同，法学硕士以学术研究型人才为导向，

而法律硕士以实务致用型人才为导向，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毕业论文的撰写要求上。在法律硕士培养的课

程体系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注重法学知识与实践应用的结合，鼓励法律硕士选择除学术性论文

以外的其他论文写作形式，转变传统的写作思维，多方面拓展选题和写作思路。 
法律硕士论文选题的多样性来源于法律硕士人才本身应当具备的实践性与应用性，以及对跨学科知

识的交叉运用能力。毕业论文是硕士生在读期间成果的重要体现，课程体系设置是否给予硕士生充分的

实践调研经历与论文写作指导，会直接影响到毕业论文的质量。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分析，法律硕士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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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体系相较于法学硕士应当更注重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

法硕(非法学)的课程体系相较于法硕(法学)应当更注重法学基础知识的培养，因为法硕(非法学)在本科期

间的法学基础知识相对匮乏。例如，大多数学校在研究生一年级阶段会开设《论文写作指导》课程，如

果对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不加区分地统一授课，势必会影响到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讲，对法学

硕士开设此课程时，应当注重对国内外学术文献的大量阅读分析，掌握学术性论文的写作方法与技巧；

对法律硕士开设此课程时，应当注重论文写作与实践课程的结合，完善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制度，加强案

例教学和调查研究能力培养，结合本校课程案例库，联系研究生实训基地，建立双向交流的论文写作教

学机制。另外，对法硕(非法学)培养时可以结合本科专业进行拓展，例如本科为财会类专业的法律硕士可

以选择财经和法学的交叉领域研究，本科为理工科专业的法律硕士可以选择知识产权领域进行研究。 

4.1.2. 以培养目标为切入点考虑课程的差异性 
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培养目标的差异性必然导致其课程体系的差异性。对于法学生的培养目标而言，

可以分为理论人才和实务人才。一直以来，法学实务人才和法学理论人才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理论

为实务提供科学的指导，实务为理论提供不竭的材料源泉。大多数法律硕士从研究生备考期间便明确将

来毕业要进入实务行业，因此艰难深入的理论学习对实践能力的提升帮助不大；对于以后有志于从事理

论研究的部分法学硕士而言，硕士期间短时间的实习对学术能力的提升并无太大帮助，反而是一些法学

原理探究与前沿介绍的课程或讲座对他们大有裨益[10]。所以说，课程体系改革的主要抓手在于培养目标

是否明晰，这直接导致了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在课程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学生个人的职业规

划，对法律硕士进行分流，根据法律职业的方向，可以将未来职业分为律师、企业法务、公务员等若干

大方向，扩大必修课之外的选修课的范围，扩大课程选择组合的多样性，因材施教地设置课程选修体系，

这样有助于缓解人才培养的困局，促进法学教育的改革，从而培养出更多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 

4.2. 根据本科教育经历优化本硕课程衔接方式 

法硕(法学)与法硕(非法学)本科学习背景不同，为了培养高质量复合型的法律人才，其培养方式更应

该体现差异性。通常而言，复合型法律人才指具备扎实的专业本领、正直的职业品格且具备法律之外的

其他专业知识的职业法律人。可是在法律硕士的培养过程中，高校并不过多关注学生的本科背景，只是

简单地为学生划分若干不同研究方向的法学类课程，或是另设法学之外的若干不同学科课程，就认为满

足了“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这样的培养方式，往往成为学生所学课程繁多但缺乏针对性、授

课方式较为单一等问题出现的客观诱因[11]。从大多数法学院校的课程设置来看，法律硕士的课程大多由

学校统一安排，只有少数通识教育选修课可以由学生自主选择，这种课程设置的模式会导致培养目标的

同化，不利于培养高质量复合型的法律人才。例如，法律硕士的培养方案在研究生一年级阶段将刑法、

民法、行政法以及诉讼法等列为必修课，其目的在于帮助法律硕士打牢基础，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向，不

区分地将法硕(法学)与法硕(非法学)放在同一节课中进行培养。如此做法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方面，如果

课程难度过高，脱离了为法硕(非法学)研究生打基础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课程难度过低，会导致一系

列课程与法硕(法学)研究生的本科课程重叠。 
优化本硕课程的衔接方式主要是为了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在过往的培养过程中，不同学生本科阶

段的法学课程深度不同、覆盖面不同、课程质量不一，导致他们在硕士阶段重新面对这些课程时表现出

不同的学习态度。在本硕课程衔接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采取弹性的方法优化衔接方式，保证法律硕

士培养在课程设置上的连贯性，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在制订培养方案时，高校可以适当地减

少中国法制史、法理学等理论法的课时，将多余的学时用于更为细化的专业课程的开展，根据研究生本

科教育经历及背景对其进行培养分流。第二，将法律文书写作、案例分析、法律逻辑等课程应纳入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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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第三，各高校可以合理设置在校课程的先修后续关系，并可以通过考核申请免修，以此来解决硕

士课程设置僵化的问题。可以根据法律硕士入学考试中的法律专业基础(刑法、民法)与法学专业综合(宪
法、法理、法制史)成绩设置门槛，达到一定成绩可以跳过先修课程阶段，直接选修相关课程，或者设置

免修考试，通过考试者可以直接免修该课程。 

4.3.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手段提高课程质量 

高校老师应当积极探索能切实提高法学专业硕士实践能力的授课方法，重点培养法学专业硕士的法

律思维，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下介绍三种教学方法，可以借鉴学习。 
第一，案例教学法。法学专业硕士的教学最先应采取的就是案例教学法，避免空泛理论知识讲授，

而要提高法学专业硕士形成解决问题的意识。案例教学法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将案例融入到课堂知识的讲

授中，结合法律实务，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讲述相关概念、原理等理论知识，使学生从复杂的现实案例

中，辨别、归纳出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律事实。要充分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优势就需要选择合适的案例，既

要是典型案例，也要具有可讨论性，最好是老师亲自接触过的案例，并能从基本事实中概括出所需理解

的概念原理。这种教学方式很值得在法学专业硕士专业研究生教育改革中推广。 
第二，讨论教学法。它是在教师主持和引导下，学生参与交流讨论，从而实现老师与学生的良性互

动。教师传授理论知识只是基本要求，法学专业硕士教育还必须锻炼学生以法律实务工作者的视角去看

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技能。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是由教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启发学生思考，进而通过师生互相交流，讨论问题的解决思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教师直接给

出标准答案、学生不加思考的传统授课方式。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司法案例，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一说，

法庭就是一个通过互相辩论，论证、说服的过程，学生特别需要这种说服他人能力的锻炼。 
第三，诊所式教学方法。它是源自于美国的当前教学改革中最受关注的一种教学模式，自开创以来

便受到了世界各地法学院的关注。2000 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高校

在美国福特基金的大力支持下，首次开设法律诊所教学课程。其深度的实践参与性能有效地提高学生从

事实务的能力，对把法学专业硕士培养成实务型人才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法学教育应该大力提倡、普及以上几种教学方式，让其蓬勃发展，为培养高质量的法律硕士做出贡献。 

4.4. 课程设置突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培养新时代高质量复合型法律硕士人才，应当完善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交叉融合课程的构建，塑造学

生综合运用跨领域知识的融通能力以及对法律实务的应变能力。为了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与其他学科的交

叉融合，我们应该推动跨学科课程共建，推进课程深度融合。这种课程构建并非简单地增加几门其他领

域的选修课，而是要探索法学与各个学科的交叉领域，结合学科之间的融合度来培养具有多重知识背景

的法律人才，法律硕士在选择培养方向时可以由相应的课程与之配套。高校可将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聚

集到一起进行培养，开设学科交叉融合课程，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互动交流，从而形成交叉学科创

新意识，满足社会的需求。另外，可以运用数字化的教学方式，激励学生主动学习法学及其他专业课程，

比如利用慕课、云学堂等素材辅助交叉融合学科知识学习，还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共网络资源，

实现法学的学科内容整合。 

5. 完善高质量复合型法律硕士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保障机制 

5.1. 落实双导师制度 

以美国的双导师制度为例，美国法学院的很多老师直接来源于实务部门，具有丰富的法律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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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有能力培养出新时代法律职业所需的合格人才，他们还得轮流

去实务部门工作锻炼，及时了解实务现状，获取最新的资讯。然而在我国法律实务部门既有丰富实践经

验，又具有系统理论知识的从业人员有如凤毛麟角，在校教师更是严重缺乏丰富实务经验，所以应当完

善双导师制度。校内理论导师主要负责教授学生系统的理论知识，可以由原来的法学硕士生的导师兼任；

校外实践导师主要负责指导学生进行专业化的法务实训，可以聘任从事法律实务的校外人士。 
双导师制是锻炼学生结合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关键渠道，同时也是学生应用理论解决实践问题的重要

路径。在完善高质量复合型法律硕士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过程中应该贯彻和落实这一制度，发挥其特有

的优势。比如在法律硕士开学的时候就确定校内校外双导师，并加强和促进导师相互间以及和学生的沟

通和联系，联合培养学生。校外实务导师的遴选，其业务能力应该重点考察，突出法律实务经验的重要

性，不宜以职务和头衔作为评价内容。除此之外，还应该及时完善校外实务导师的监督管理制度，可以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吐故纳新，根据学生反馈的情况，优胜劣汰，不断的为校外实务老师补充新鲜的血

液。拓展校外实务导师参与人才培养的环节，在课堂教学、实习实践、论文撰写与答辩、就业等人才培

养的全环节吸收实务导师发挥其价值[12]。定期召开校内导师和校外实务导师的联席会议，共同探讨解决

培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做好相互协调、配合工作。 

5.2. 建构完善相配套的校外实践基地 

专业实践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法律硕士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是我国法律硕士生的实习空有其表，并

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尚未能培养出高质量复合型的法律硕士人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专

门的实践机会。因此，校方可以与实务部门合作，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如在基层法院、基层检察院或律

师事务所及其他实践部门形成固定长期专门的配套实习基地，让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这些实习基地能

放开手脚享受实践的熏陶。为保证校外实践基地的建成，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加大经费投入，

促进校外实践基地的规范建设。 

5.3. 建立独立的质量评价体系 

当前，法律硕士专业与法学硕士专业不做区分、“共享”一套质量评价体系是不合理的。长期以来，

法学硕士通过理论知识试卷答题、学术论文发表、学位论文答辩等方式进行考核评价，测试学生是否具

备相应的规范研究、理论研究的学术能力。这样的考核评价方式并不适合培养目标为应用型人才的法律

硕士。基于此，地方院校应该摒弃这种单一的考核评价体系，构建适合高质量复合型法律硕士人才培养

目标的、独立的质量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应在学术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基础上构建，以考察学生综合

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务的能力为重点，并将此作为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与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首先，

将法律硕士的考核制度与高质量复合型法律硕士人才培养目标对接，根据不同课程的内在逻辑和法律实

务的需要，采用更加灵活的考核方式。其次，在学位论文选题方面，应该鼓励学生大胆选择在实习实践

中发现的研究素材，总结凝练合适的主题。论文形式优先考虑案例分析式，结合实践经历破解个案中存

在的法律问题，分析个案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点带面，进行类似问题的理论总结，从而实现问题到理

论的升华。最后，各院校应制定完善的学位论文写作的规章制度，严格规范学生的论文写作，坚决反对

学术不端行为。 

6. 结语 

法律硕士教育是我国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系统工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硕士的课程体系建设

也一直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法律硕士是我国培养法律应用人才的主要渠道，各高校法律硕士课程体

系具体的培养方向、如何培养、如何改革培养模式都需要不断地发展总结。在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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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课程体系改革遭遇的问题有些是部分的、个别的，但大多还是具有共同性和全局性。这些问题

的解决不仅需要高校和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两者积极努力，互相配合，而且需要国家站在全局的高度

和视野上，组织协调教育部、司法部及其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各机关单位、企业单位、事业团体等主体

在法律硕士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革中的作用。通过改进实践育人形式和开拓实践育人内容，深化法律硕

士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环节，以期全面提高法律硕士的实践能力，为法治建设提供一批高质量复合型的

法律硕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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