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立德树人为本 以德法兼修为要
——政 法 院 校高 素 质 法 治 人 才 培养 的 思 考

与 实 践
ｆ

叶 青

摘 要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创 新 法 学 教 育 模 式 、

探 索 法 治 人 才 培 养 新路 径
，
成 为 政 法 院 校 开 展 教 育 、

教 学 实 践 的
“

第 一 指针
”

。 本 文 认 为
，
把

“

立 德 树 人
”

作 为 法 学 教 育 和 人 才 培养 的 根本 导 向 是 对 中 国 特 色

社会 主 义 价值立 场 的 坚 持 ，
把

“

德 法 兼 修
”

作 为 人 才

培养 体 系 的 基本 目 标是社 会 主 义 法 治 中 国 建设 和 高

校教 育 综 合 改 革 的 内 在 要 求 。 政 法 院 校 构 建
“

德 法

兼修
”

的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 应 以
“

立 德 树 人
”

为 指 导 思

想
，
以 中 国 特 色 社会 主 义 法 学 学 科 体 系 为 支 撑 ，

以 立

足 自 身 实 际 、
形 成 特 色 品 牌 为 发 展 战 略 。 本 文 以 华

东 政 法 大 学 法 治 人 才 培 养 的 实 践 经 验 和 典 型 做 法 为

切 入 点
，
总 结 经 验 、

思 索 出 路
， 与 兄 弟 政 法 院 校 共 同

推进 改 革 、 协 同 创 新 ， 为 法 治 人 才 培 养 输 出 更 多 的 创

造 力 、
贡 献 力 、 影 响 力 和 竞 争 力 。

关键词 ：
立 德 树 人 德 法 兼 修 人 才 培 养 法

学教 育

＊ 本 文 的 写 作得 到 了 华东 政 法 大 学 教 务 处 鲁 慧 老 师 的 大 力 支

持 与 帮 助
，
特 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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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 ：

“

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 是一项长期 而重大的

历史任务
，
要坚持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

坚持 以 马克思 主义法学

思想和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
立德树人

， 德法兼修 ， 培养大

批高素质法治人才 。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 国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成

效显著 ，
形成了 多类型 、多层次 的法学教育体系

，
建成 了 种类齐全 、 内 涵

丰富的法学学科体系 ，
法治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

，
为法治领域

输送 了数 以百万计的专 门人才 。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以 习 近平总书

记为核心 的党 中 央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 国 和法治人才培养 ，
在科学 、 准

确研判新形势 、新任务的基础上 ，
对如何造就一支高素 质 的法治人才 队

伍提出 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部署 。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
政法院校更是输 出 法治人才 的 主要供给

侧 。 就如何进
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全 国 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和 习 近平

总书记考察 中 国政法大学时提 出 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 和全面做好

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最新指示而言
，
须以立德树人为本

，
以德法兼修为

要
，
切实做好法治人才培养 的

“

供给侧改革
”

。 而这 已经成为衡量政法

院校担 当 、作为和智慧的根本遵循 。

一

、政法院校要以
“

立德树人
”

为本 ，进
一步明确高素质法治人才

培养定位

（

＿

）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导向

我国 的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发挥德育 的作用 ，
强调

“

格物致知 、诚意正

心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

的修身路径 。 帮助大学生扣好价值观形成链

条的
“

第一粒扣子
”

，
需要把立德树人摆在人才培养工作 的重要位置 。

“

立德树人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核心所在 ，
是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本质要求 。 坚持立德树人 ， 就必须加强 中 国特色社会主

① 《 习 近平 在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考 察 》 ， 载 新 华 网
：
ｈ ｔｔｐ 

：

／／ ｎｅｗ ｓ ．ｘ ｉｎｈｕ ａｎｅｔ ．ｃｏｍ／ｐ
ｏ ｌ ｉｔｉｃｓ／

２０ １ ７
－

０５／０３／ｃ
＿

１ １ ２０９ １ ３ ３ １ ０ ． ｈ ｔｍ
，
最 后 访 问 曰 期

：
２０ １ ７年 １ １月２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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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教育
，
用马克思主义 中 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师生头脑 ， 帮助师生增强道路

自信 、
理论 自信 、制度 自 信 ；

就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
努力使学生具有高

尚 的道德情操 、
深厚的文化底蕴 、 良好的审美情趣 。

” ？

（
二

） 始终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

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
法治建设将承载更多使命

，
发

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 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
实现科学立法 、

严格执法 、公正 司法 、全民守法
，
都离不开建设一支高素质 的法治工作 队

伍 。 这就需要我们坚持法学教育 的社会 主义 价值观 ，
坚持 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 党的十八大报告立 足 国 家 、社会和个人三个层

面
，
用 了二十 四个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了凝练概括

，
即 国家层面倡

导富强 、 民主 、文明 、和谐 ，
社会层面倡导 自 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 个人层面

倡导爱 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 这就 回答 了 国家层面的价值 目标 、社会层面

的价值取 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其精髓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的支撑作用 。

（
三

）
始终聚焦德法兼修的培养模式

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应该是培养真心认 同 、 自 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
“

四有新人
”

。 第一 ，
要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 。 要把思想政治

建设放在首位
，
忠于党 、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

于心 、外化于行 ，
这是衡量法治人才素 质高低的基本前提 。 第二 ，

要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信仰 。 在我 国社会转型期和复杂 国 际环境下
，
法

治人才须拥有坚定的法律信仰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 ， 保持高度 的政治敏感

度和正确的意 丨只形态
；
同时须坚持职业操守

，
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坚定

的维护者和践行者 。 第 三 ，
要有 丰 富 的法学知识以及相关的人文社会科

学及 自 然科学知识储备 。 当今社会 ，法律职业高度细分 ， 高 素质的法治人

才不仅需要广博的通识教育知识 ，
更加需要从事一线法律行业所需要 的

专业知识 ，
还需要法律和其他学科交叉 的 复合型学科知识背景和结构 。

第 四 ，
要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 。 法治人才必须具备将理论运用到实践

② 苟仲 文 ： 《 深刻 认 识 新形 势 下 加 强 和 改进 高 校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
载 《 中 国 教

育 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２ 月 ３ 曰
， 第 ２ 版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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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
包括对社会生活 的敏锐观察力 、逻辑思维能力 、

口 头表达能力 和

文字写作能力等 。

？

二
、政法院校要 以

“

德法兼修
”

为要 ，
加快构建和完善法学学科

体系

（

一

） 着力构建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

习近平 总 书记强 调 ：

“

办好 中 国 的 世界一 流大学 ，
必须有 中 国 特

色 。

” ④加快创建中 国特色 、世界一流法学 院校 ，
需要加强法学学科体系 、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课程体系 、教材体系等方面建设 ，

“

号
”

好社会人才需

求之
“

脉
”

，做到高校学生培养方案 、课程设计
“

无缝衔接
”

社会现实需要 。

要处理好中西关系 ，
立足 中 国 、借鉴国外 ，

对世界上 的法治文 明成果
，

要兼

收并蓄
，
也要加 以甄别 ，

有选择地吸收和转化 ，
不能囫 囵吞枣 、 照搬照抄 。

同时要处理好古今关系
，
要传承 中华法系 的精华 ，

也要去其糟粕 ，
挖掘历

史 、把握 当代 。

？

（

二
）
注重强化理论研究对法治实践的支撑功能

开展法学基础理论研究 ，加快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 ，

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 ，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

家的现实需求 。 要充分发挥法学研究对推进法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 。 通

过加强法学理论研究
，
进一步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深人开展

社会治理和创新法律问题研究 ，
结合我 国法治实践 ，

力争形成在理论上有

创新 、对实践有指导的研究成果 。 这是时代赋予法学院校和广大法学工

作者的光荣使命 。

③参 见李 劲峰 、 赵 宇 飞 、 刘 林 、王 菲 菲 ： 《 法 治 人 才 后 备 队伍 调 查
“

瘸 腿
”

的 教 育 岂 能 跑

快 》 ，
载 《 半 月 谈 》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１ ０ 曰

。

④ 参 见 李元 志 ： 《 办好 中 国 特 色 世界 一流 大 学 》 ，
载 人 民 网

：
ｈ ｔｔｐ ：

／／ ｔｈｅｏ ｉｙ ．

ｐ
ｅｏｐ ｌｅ ， ｃｏｍ ．

ｃｎ／ ｎ／２０ １ ５／０９ １ ０／ｏ４０５ ３ １
－

２７５６５３２９ ． ｈ ｔｍ ｌ
，
最后 访 问 日 期 ：

２０ １ ７年 １ ０月３ １曰 。

⑤ 参 见 徐隽 ： 《 法 学 教育 要德 法 兼修——访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校 长 黄进 》 ，
载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５ 月 ２４ 曰
，
第 １ ７ 版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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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积极探寻法学学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 同频共振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绝大部分具有鲜 明 的意识形态属性 ，
法学亦是

如此 。 法学学科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思想和人类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 ，
能

够帮助学生形成明辨是非 、善恶 、美丑的能力 ，
形成公平正义 、诚信守法的

正确价值观 ，
还能够激发大学生追求高 尚 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 ，

全方位

地提高大学生 的思想道德素养 。 这与 马克思 主义理论 的价值观不谋而

合 。 法学课程不应该是
“

独角戏
”

，
而是应该深人发掘课程 中 的思想政治

理论教育资源 ，
融入课程思政教育理念 ，

实现 与 马 克思 主义理论的 同 频

共振 。

三
、创新构建具有华政特色的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 明特点 ， 就

是坚持依法治国 和 以德治 国相结合 ，
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 、两手都要

硬 。

？ 构建一套立德树人 、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
形成 以德润才 、

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导 向 ， 同
．

样需要坚持思想道德教育 和专业水平提升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 华东政法大学 以深厚的法学学科优势和人才培养

经验为基础
，
着力建构一套有底气 、有 自 信 、有特色 的法学教育体系 和学

科建设体系 ，
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

第一 ，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双管齐下 ，

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改革 。

学校重视构建一套校院联动 、师生参与 的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立体格局 ，
并

把立德树人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人才培养 的基础工作 ， 着

力构建一套全方位 、多层次
，
由 校党委统一领导 、 多部 门牵头协调 、学院全

面联动 、全体师生积极参与的思政教育改革体系 。 校级层面成立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领导小组 、课程思政指导委员会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办公室 ，

总体设计 、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 ；
教务处联合人事处 、宣传部 、马 克思 主义

⑥ 参 见 《 习 近 平
： 坚 持 依 法 治 国 和 以 德 治 国 相 结 合 》 ，

载 新 华 网
：
ｈ ｔ ｔ

ｐ ：
／／ ｎ ｅｗ ｓ ．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 ｃｏｍ／ ｌ ｅ
ｇ
ａ ｌ／２０ １ ６

－

１ ２／ １ ０／〇 １ ２００９ ；Ｈ ３ ３ ． ｈ ｔｍ
，
最 后 访 问 日 期 ：

２０ １ ７年 １ １月３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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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
与各学院合作开展课程思政教学 内容和方式方法的改革探索 ，

选取

若干学院和课程作为试点学院和试点课程 ，
形成多部 门联动的工作机制 。

加强制度建设 ，
出 台 《 教师课堂教学管理办法 》 《教学事故认定及处

理办法 》 《教材编写与修订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 。 将师德师风计人教师

考评 ，作为评价指标 ，
引 导广大教师更好地承担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和引路人的责任 。 健全教材管理问责机制 ，
明确各级审批责任 ，

从制度上

严把选用教材 内 容 的政治关 。 近三年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 以下简称
“

马工程
”

） 教材使用种类翻番 ，
使用量大幅提升 。 ２０ １ ６ 年

“

马

工程
”

教材使用数量全市第一 ，
较 ２０ １ ５ 年 同期增加 四成

，
达到 ８ １ ７ 本 。

⑦

学校推荐 ８ 位中青年骨干教师参加教育部
“

马工程
”

重点教材任课教师培

训班 ，并对上海其他高校教师进行培训 ，
推动教材优势向教学优势转化 。

推 出一批价值引领和知识传授相结合的示范课程 。 以全过程 、全角

度拓展思政教学工作格局为 目 标导 向
，
积极推进

“

思政课程
”

向
“

课程思

政
”

的创造性转化 ，
以知识传授为基础 ，

以经典案例为核心 ，
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 ，
发挥课堂育人的主渠道功能 ，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

的有机统一 ，
实现思政课程的显性教育功能与专业课程 的 隐性教育 功能

的协同效应 。 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以
“

毛泽东思想和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

、

“

中 国 近现代史纲要
”

、

“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

和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等课程为建设重点 ，
使其成为在上海乃至全

国都具有相 当影响力 的思政课程 ；在课程思政方面 ，
以法学 、政治学 、新闻

学等学科的主干课程为龙头 ，
以优质综合素养课程为抓手 ，

深人挖掘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 ，积极采取多重改革措施 ，
以遴选形式开发建设

一批课程思

政方面的示范课程 。

发挥优势建设
“

法治 中 国
”

品 牌课程 。 植根于学校深厚法学底蕴 ，
依

托优秀的法学师资 ，
通过专题讲座的方式开设

“

法治 中 国
”

课程 。 课程 由

校党委书记曹文泽 ，
校党委副书记 、校长叶青 ，

校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闵辉

担任课程顾问 ，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负 责策划 、

主持 ，
汇聚 了优秀 的法学

⑦ 数据信 息摘 自 《 华 东 政 法 大 学年 鉴 ＞ （
２０ １ ６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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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实务工作者 ，
共同讲授法治中 国建设过程 中最前沿的理论动态和改革

实践
，
突 出新一轮司法改革 的重点和难点

，
明确法治 中 国未来发展的前景

与方向
，
鼓舞学生为法治 中 国 的建设添砖加瓦 ，

贡献青春与智慧 。 课程采

取讲座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 ，
配备优秀青年教师担任助教 ，

组织学生提问

并参与讨论 ，
引 导学生深人思考法治中 国建设问题 。 学生反映 ，

“

课堂上
，

老师介绍 了上海最先锐的 司 法制 度建设
，
并且为我们未来法律就业提 出

了许多真挚的建议 。 由此 ，我惊叹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之先行 ， 却也深深

地感受到 中 国法治地区发展之不平衡 。

‘

法治 中 国
’

课对于我们从整体上

思考中 国 的法治建设
，
开 了一扇美丽 的天窗

”

。

？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

将再推 出全校公选课
“

人文 中 国
”

。

总结一套对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进行课程思政转化 的典型 经验 。 法

学 、政治学 、新闻学等学科是意识形态属性较强 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
要

重点解决如何在这些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中正确处理知识传授和价值引 领

之间 的关系 ，
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学科 中 的 引领作用 ，

以及如

何加强对大学生法治理念和信仰 的教育等问题 。 学校从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两个方面着手 ，
边试点 、边总结 、边提炼 ，

逐渐形成对哲学社会科学课

程进行课程思政的创造性转化的经验 。

立足华政学科优势
，
充分挖掘法学 、政治学等专业课程思政资源 。 首

批选取华东政法大学优势学科 中具有代表性 的 、且受益面较广 的专业基

础课和必修课 ，
如

“

法理学
” “

中 国 法 制史
” “

宪法学
” “

马 克思 主义新 闻

观
” “

英语报刊选读
” “

国 际安全学
”

等 ２７ 门 课程进行试点 ，
强调立 足法

学 、政治学等优势学科的特殊视野 、理论和方法 ，
挖掘其 中适合对大学生

进行思政教育的 内容
，
发挥法学学科体系 建设对于法治人才培养 的重要

作用
，使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实现深层次融合 。 打破学科壁垒 ，

组织专业

课程教学团 队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联合备课 。 发挥传统思想政治

理论示范课的 引领效应 ， 推广讨论式教学 、专题协作 、
互动式 、探讨式教学

模式在课程思政建设中 的应用 。 鼓励教师树立全员 、全方位 、全过程育人

⑧ 《 华东政 法 大 学 ：

“

法 治 中 国
”

思 政 课 程 领 航
‘ ‘

课 程 思 政
＂

＞ ，
载 新 华 网 （ 上 海 频 道 ）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ｓｈ ．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 ｔ ． ｃｏｍ／２０ １ ７

－

０６／３０／ｃ
＿

ｌ ３６４０６９９ １ ． ｈ ｔｍ
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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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理念
，
通过读书会 、 网络课堂 、坐班答疑 、 自 习辅导等多种贴近学生

生活的教学渠道
，
引导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济社会学 、 中 国传统

文化等重要典籍
，
以及通过社会实践活动 了解 国情

， 使之正确认识 目 前现

实社会存在的 问题 ，
真正体会到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优势所在 。 探索法

治 中 国课程与
“

依法治 国
”

战略的有机统一 。 将实际工作部门 的优质实践

教学资源引入课程建设
，
进一步发挥

“

法治 中 国
”

系列课程在华政乃至更

大范 围 的整体影响力和辐射面 ，
引导学生认识到我 国社会主义特色法治

建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长期 累积的经验和优势 ，
鼓舞学生 以 中 国智慧 、

中 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 明建设作出 贡献 。 以华政书院制通识教育改革为

抓手
，
选取历史文化传承与人文素养模块 、法治精神和专业养成模块作为

综合素养课程思政改革试点模块
，
要求学生各修读 ６ 个学分

，
从

“

宽 口 径 、

厚基础
”

的角度增强青年学子的信心
，

从思想上更好地引 领成长
，
更好地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

建立一支信仰 、传播 、践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 的教师 团 队 。 围绕

课程思政全面开展课程设计 、教学方法 、教材使用 、 网络教育 、实践教学等

全景式思政教育改革 。 动员各条师资 战线 ，
协 同演奏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大乐章 。 把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突 出 位置
，
引 导教师坚持教书和

育人相统一 、言传和身教相统一 、潜心 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 、学术 自 由

和学术规范相统一 ，使之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 、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 的坚定支持者
，
使

“

课程思政
”

成为每一个教师教学科研的工作理念 。

不断加强教学梯队建设 ，
大力推进课程思政教学观摩 、教学竞赛 、教学研

讨等教研活动 。 教学过程中 ，
教师以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 以教学魅力 吸引

学生 、 以真情投人激励学生 、 以言传身教培育学生 ，
用知识的宽度 、历史的

深度 、逻辑的力度 ，
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理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

形成一股以互联网思维为导 向 的思政教育合力 。 抓好课堂育人 、实

践育人 、 网络育人 ，使三者在改革创新 中相统
一

。

一方面 ，
学校 以 网上课

堂为课程平台 ，
建设一批融人

“

课程思政
”

理念的精品 网络课程供学生选

读
，
鼓励老师线上答疑和组织讨论 ；

另
一方面

，
充分利用互联 网 和手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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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数字终端
，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载体 。

？ 通过在
“

华政教务
”

微

信公众号开辟
“

课程思政
”

专栏等方式 ， 共享课程资源 、分享经典阅读 、定

期发布专题讲座信息 、进行价值引 导 ，
开展师生互动 。

第二 ，
注重引 人优质实践教学资源 ，

强化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培养 。

华东政法大学十分重视学生的实践教育和职业能力培养 。 依托 国 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实践资源
，
构建起一套

“

纵横
”

交叉 、
立体化 、全覆盖

的实践教学平台 ，
全方位开展法学实践训练 。 在

“

纵 向
”

的实践教学体系

上
，
加强 了实务部门对人才培养的参与度 ，实践教学 系统地贯穿于学生的

整个培养阶段 ，实现学生实习个性化阶梯式培养 。 阶梯式培养分为 四级 ：

Ｉ 级为见习 、观摩及社会调查 ；
ｎ 级为模拟法庭 、模拟仲裁庭

；

Ｉ 级为 自 主

创新性实验 、现场勘査 、参加 国 内竞赛 ；
ＩＶ级为参加 国 际专业技能竞赛 ，

结

合学生个性进行职业实训 、 完成毕业实 习 和毕业设计 。 阶梯式 的设计能

够保证实践教学 的连续性 ，
逐步增加实践训练 的强度

，
提升学生实践能

力 。 在
“

横向
”

的实践教学体系上 ，
实现了实践课程体系化 ，

实践类教材 系

列化
，
实践教学的学术化和模拟 、仿真训练多样化 ，

形成 了融理论类课程 、

实验课程 、专业模拟 与仿真训 练 、 专业职业实训 四 位
一体 的 教学模式 。

２０ １ ６ 年 ，
学校

“

法学研究与教学 实验实训 大楼
”

竣工通过验收
，
其 中 规划

建设 了虚拟仿真实验室 、显微拉曼实验室 、 电子数据 司法鉴定实验室 、数

字逻辑与组成原理实验室 、 电子侦控实验室 、 液相色谱实验室 、 光谱分析

实验室 、智能语音分析实验室 、声纹分析实验室 、视觉功能检测实验室 、 文

件材料分析室 、模拟法庭 、 国 际远程教育实验室等一 系 列 国 际领先 、 国 内

一流的实验室
，
为加强实践实训教学提供了有力 的硬件设施保障 。

高度重视建立与 司 法实务部 门 的 协 同育人机制 。 鼓励教师到 立法

机关 、政法系统 、党政机关 、 国有企业等实务部 门 进行挂职锻炼
， 使 自 身

更接地气
，
更 了解 国 情 、 社情 、 民 情

，
从实践 中 汲取营养

，
反 哺于教学工

作 ；鼓励并要求教师有国外进修或访学的 阅历 ，
开 阔学术视野 ， 丰富 自 身

⑨ 参 见 曹 文 泽
： 《 让 高 校 思 想政 治 工 作 活 起 来 》 ，

载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２ 月 １ ３ 日
， 第 ７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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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涵养 。

⑩ 依托
“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

中 的
“

双千计划
”

，
深

化与一线实务部门 的教学合作形式 ，
引进大批行业 、企业专家 ，

与华政教

师共同制定培养 目 标
，
设计课程体 系 ，

编 写案例教材 《法学名 家评案说

法——
“

双千专家
”

专辑 》 ，
组织教学 团 队

，
共建实践平 台 ，

大大提高 了学

生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 、对法律 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 和解决能力 以及诸

如调查 、会见 、谈判 、书写 、辩论等法律从业技巧
，
使学生掌握法律职业技

能
，
胜任司法实践工作 。

第三
，
立足区域促发展

，
培养紧缺型司法职业人员 。 习 近平总书记提

出
，
要立足 中 国

，
挖掘历史 ，关怀世界 ，

正确解读 中 国实践 、解决 中 国 问题
，

尽快培育 出具有 中 国特色与 国际视野 的法学学科体系
，
成为 中 国法学学

术的创造者与世界法学学术 的贡献者
，
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提供理

论支撑 。

？

华东政法大学紧跟国家和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 率先设立 了知识

产权专业 、 国际金融法律专业方向 和 国际航运法律专业方 向
，
也打算在反

恐 、禁毒 、 网络安全等方向开设相关课程 ，
为学生提供多学科的知识结构

，

以培养能够面对未知挑战 、具备多学科视角 分析和处理能力 的跨界法治

人才 。 长期 以来 ，
学校依托地缘优势

，
十分重视对涉外高端法律人才的培

养 。 截至 目前
，
学校同近 １ ５０ 所国 （ 境 ）外优质大学 、科研机构建立 了长期

合作关系 。 学校对外合作层次不断提高 ，合作区域不断扩大 ，
包括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合作开办了首届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 国暑期学校
”

；
作为

金砖 国家法律论坛的创始试点单位
，
承办

“

第二届金砖国家法律论坛
”

；
与

哈佛大学商学院合办 了
“

律所领导力 和发展战略——中 国课程高级研究

班
”

项 目 等 。 与美国 、英 国 、德 国等多个 国家 的法学院和研究机构合作建

⑩ 参 见 《 专访 华东政 法 大 学校长 叶 青 ：
做 一个 崇 尚 规 则

，
信 仰 法 治 的 人 》 ，

载 《 上 海 法 治

报 》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２ １ 日
，
Ａ２ 版 。

？ 参 见 《 青年 意 味着 什 么 ？ 从 梁 永 河 到 中 南 海
，
习 近平 给 出 了 他 的 答 案 ，

并 用 自 己 的

言 行
，
为 青 年 树 立 了 榜 样 》 ，

载 １？中 ：
／／ 丨２〇〇 １１吨 ．

８
〇￥ ． 〇１／ ３ １１ 丨 ＜＾ ５／ 〇 １ １〇 １ ０７５ ／２０ 丨 ７０５／ １ １ ６４３ ６６４

－

５ ｄｂｏ 
－

４ ｆｌ ６ 
－

ａｃｄ３
－ ４ｄ３０９４７４３９ ｃ３ ． ｈ ｔｍｌ ．

，
最 后 访 问 曰 期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２ 月 ３ 日

。 参 见 《 习 近平

在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考 察 》 ，
载 新 华 网

：
ｈ 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ｕ ｉｎｈｕ ａｎｅ ｔ ．ｃｏｍ／ｐｏＵ ｔｉｃｓ／２０ １ ７
－

０５／０３／ｃ
＿

１ １ ２０９ １ ３ ３ １ ０ ． ｈ ｔｍ
，
最 后 访 问 曰 期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１ ４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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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研究 中心
，
学生赴境外长期学 习 、 实 习 的人数持续上升 ，

过去一年学生

长期赴境外学 习 （

一学期及 以 上 ） 比 例达到所有 出 国 交流学 术 总数 的

７４％
。 教师赴境外访学 、访问等对外交流活动活跃 ，

长期聘请外教为本科

生和研究生开设英语 、
日 语

、德语 、拉丁语 、意大利语 、法律英语 、法律写作

等课程 ， 其中不乏获得美国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的美 国律师 。 每年学校 、

学院还邀请数十名外籍教授来做短期讲学 、讲座 ，
开拓 了学生 的 国 际化

视野 。

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ｓ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ｏｆＢｏｔｈＶｉｒｔｕｅａｎｄＬａｗ

ａｓ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ｓａｎｄ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 ｓａｂｏｕ ｔｔｈｅＣｕ ｌ ｔ ｉｖ ａｔ ｉｏｎｏｆＨ ｉｇｈ
－

ｑ
ｕａ ｌ ｉ ｔｙ

Ｔａ ｌｅｎｔａ ｔ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ｉｅｓｏｆ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ａｗ

ＹｅＱ 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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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 ｉ ｎａ
， 

ｉ ｔｈａｓｂｅｅｎ ｔｈｅｅ ｓ ｓｅｎ ｔ ｉａ ｌａｎｄ
ｐ
ｒｉｏｒ

ｐｏ ｌ ｉｃｙ
ｆｏ ｒ 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 ｉｎ

ｇ

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ａ ｔ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ｉｅ ｓｏｆ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ｌａｗ ｉ ｎＣｈ ｉ ｎａ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ｅ ｌｅｇａ ｌ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ｅｘｐ ｌｏｒｅｔｈｅｎｅｗｐａ ｔｈｏｆ ｌ ｅｇａ ｌ ｔａｌｅｎ ｔｃｕ ｌ ｔ ｉ ｖａ ｔ 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ｏｆ  ｔｈ ｉｓ
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ｄｓｔｈａｔ ｉ ｔ ｉ ｓｔｈｅ

ｐｅｒｓ 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ｎｓｏｃ ｉａｌ ｉ ｓｍｖａ ｌｕｅｓｗ ｉ ｔｈ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 ｓｔ ｉｃ ｓ ｔｏｔａｋｅ
＊ ＊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ｖ ｉｒｔｕｅ
Ｍ

ａ ｓ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 ｔａ ｌ

ｏｒｉ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ｅｇａ
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ａ ｌｅｎ ｔｃｕ ｌ ｔ ｉ ｖａｔ ｉｏｎ ．Ｍｅａｎｗｈ ｉ ｌｅ

，
ｉ ｔ ｉ ｓｔｈｅ

ｉｎｎａｔｅｒｅｑｕ
ｉ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 ｔｈｅ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ｒｕ ｌｅ

－ｏｆ－ ｌ ａｗｓｏｃ ｉ ａ ｌ ｉ ｓ ｔｃｏｕｎ 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 ｖｅ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ｄｏｍｅｓ ｔ ｉｃｈ ｉ
ｇｈｅ ｒ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ｔｏｔａｋｅ

ｕ

ｐｒｏｍｏｔ ｉ ｎｇ

ｂｏ ｔｈｖ ｉｒｔｕｅａｎｄ ｌ ａｗ
Ｍ

ａｓ ｔｈｅｃａｒｄ ｉｎａｌｏｂ
ｊ
ｅｃ ｔ ｉ ｖｅｏｆ  ｔｈｅ ｔａ ｌｅｎ ｔｃｕ ｌ 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ｓｙ ｓ ｔｅ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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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ａｔａｌｅｎｔｃｕ ｌ 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ｓｙ ｓｔｅｍｏｆ
ｕ

ｐｒｏｍｏ ｔ ｉｎｇｂｏｔｈｖ ｉ 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ｌａｗ
”

，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ｉｅｓｏｆ

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ｌａｗｓｈｏｕ ｌｄｔａｋｅ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ｓ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
ｕｃｈａｓ

，ｔａｋｉｎｇ
“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ｖ ｉｒｔｕｅ
”

ａｓｔｈｅ
ｇｕ ｉｄ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ｓｙ ｓｔｅｍｏｆ  ｔｈｅｄｉ ｓｃｉｐｌ ｉｎｅｏｆ ｌａｗ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 ｉｃ ｓ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ｅ ｌ ｉｎｅ
，

ａｎｄｒｏｏｔ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ａｃ ｔｕａｌｓｉ 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 

ａｎｄｓｏｏｎ ．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ｙｐ 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ｌｅｇａ
ｌｔａｌｅｎ ｔａｔ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ｏｆＰｏ ｌｉ ｔ ｉｃ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Ｌａｗ
， 

ｔｈ ｉ ｓ
ｐａｐ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ｌｅｖａｎ 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ｌ ｕ ｔ ｉｏｎｓｔｏ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 ｉ ｔｈｏｔｈｅｒｓ ｉ ｓｔｅｒ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ｉｅ ｓ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ｍｏｒｅｃｒｅａｔ ｉｖ ｉｔｙ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 ｉｏｎ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 ｉ ｔ ｉｖｅｎｅ ｓ ｓｉｎｔｈｅ

ｃｕ ｌ ｔ 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ｅｇａ
ｌｔａｌｅｎｔ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ｖ ｉｒｔｕｅ
， ｐｒｏｍｏ ｔ ｉｎｇｂｏ ｔｈｖ ｉ ｒｔｕｅａｎｄｌａｗ

，

ｔａｌｅｎｔｃｕ ｌ ｔｉｖａｔ ｉｏｎ
， 

ｌｅｇ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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