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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法学专业教学实习中的应用 

——以重庆大学法学院为例 

梅 锦
1 

【摘 要】:教学实习环节是法学学生提高执业技能和提升职业道德感的重要途径，其对于法律人才的培养意义重

大.但我国现行法学专业学生的实习过程却有流于形式之嫌，这和当前不合理的实习模式有较大关系。若能借鉴诊

所法律教育模式，使实习过程能以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展开，同时发挥实习单位在实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则可以

使法学专业的教学实习环节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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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良好的实习体系是多方利益的交集体，对学校而言，有利于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就业率;对学生而言，便于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提升专业技能;对企业而言，可以储备人才;对社会而言，便于提升和调控劳动力市场[1]。对于法学专业教育教学来说，

完善我国现行实习模式，是当前法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学专业教学实习性质之定位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实习是指“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中去应用和检验，以锻炼工作能力”[2]。 

所谓教学实习是指“作为学校正常教学和学生学习内容的实习活动”[3]。这种实习实际上是高校的正常教学环节之一，实习

课被列入学校的日常教学计划。法学专业的学生想要顺利毕业必须修满一定的实习学分方可。实习单位既可能是学校组织安排

的，也可能是由学校开具介绍信，学生自主去联系的。但不论属于何种情形，在学生的实习过程中，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教学关

系仍然存在，本文在此层面上探讨法学专业教学实习模式的完善问题。 

二、法学专业学生教学实习之现状及原因分析 

在当前，与多数其他专业学生的实习相类似，法学学生的教学实习环节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在现实中多呈现流于形式

之势。具体而言:一方面，法学学生对实习环节不够重视。在 2-3个月的实习期间，多数学生所从事的往往是一些非技能性的琐

碎工作，例如在实习单位从事装订卷宗、打字校对、送达文书或者以旁观者身份跟随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办案。加之严竣的就

业形势，许多学生忙于考研和准备各种资格考试，往往选择虚假实习(不去实习，而请求实习单位盖章或开证明等)或不完整实

习。另一方面，校方对待实习不够重视，尤其是那些将自身定位为“研究教学型”、“研究型”的高校表现得则更为明显。在当

今，多数高校对待实习的做法是只要在实习证明上出现实习单位的印章即可，至于实习的过程则无关紧要。如此一来，学生的

态度自然也难以端正，实习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实习过程难免有流于形式之嫌。鉴于法学学生在实习中的糟糕表现，北京大

学法学院在 1995年提交给国家教委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甚至建议取消法律本科学生的实习[4]。 

由于实习环节在现实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因此我国的法学毕业生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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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脱节，学生的操作技能差。法学专业的实习过程是学生将法学理论与现实案情相结合，提高自身处理司法实务技能的过程。

尽管在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已被广泛采用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法学理论的理解，但案例终究只是对社会情境的假设而非现实

场景的重现。由于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难以接触到社会中的真实案件、实习过程又多流于形式，以至于法学专业学生在

毕业后面对现实案件时，往往手足无措。许多法学毕业生连基本的法律文书都难以起草，更谈不上进行其他的法律活动。 

其二，缺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学生缺乏法律职业道德感.“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5]，法律适用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社会基本的正义观念能否得到伸张。“一名杰出的律师不单纯是一名成功的技术人员，而且还是一名审慎或具有实践

智慧的、有个性的、值得尊敬的人„„他们的最高目的是要实现超越技术的一种智慧”[6]。法律人对法律的格守正是来源于其对

法律职业的信仰。法律职业道德感的培养来自于何处呢?除了来自于法学专业的内部教育，更重要的是通过在司法实务中与社会

弱势群体的接触、对民间疾苦的了解而加以培养。否则，律师将成为玩弄法律的“讼棍”、司法人员则蜕变为权力寻租的幕后推

手。 

三、重庆大学法学院法学实习模式新探 

针对法学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出现的“实而不习”、重庆大学法学院在实习过程中针对缺乏有效监管的现状，将诊所法律教育

模式引入到实习过程中，使实习场所成为“第二课堂”，有效地将实习与理论学习相结合，提升实习效果。实践中其做法如下:

选择好实习场所 

实习场所的选择对于能否在实习中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意义重大。对此，学校应当选择具备一定实力的、能长期进行合作的

实习单位作为实习场所。实习单位具备一定的实力才能为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场所和师资支持;而长期合作的经历则

便于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在实践中，重庆大学法学院与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共建了法学研究生

教学实践基地;同时与重庆立源律师事务所、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如此，则为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2.充分利用实习单位的现有资源 

由于实习课程是在实习单位进行的，因此有效地利用实习单位的现有资源对于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帮助很大。由于在确定实

习单位时，学院所选择的都是具备相当实力的实习单位。因此，实习单位的许多资源是可以为学院和学生所利用的。一方面，

学院可将实习场所当成“诊所”而无需建立专门的法律诊所，也无需配备相应的日常管理人员，其开支就会大大减少。另一方

面，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实习单位会有相应的义务人员作为指导老师进行指导。上述指导老师在法学理论方面或许有欠缺，但

司法实务经验丰富，指导学生处理具体的案件是没有问题的，这也解决了诊所法律教育开展中所面临的师资不足问题。再者，

在实习过程中，学生所接触的都是现实的案例。其间，学生要经历与委托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调查收

集证据、法律文书写作、法庭审判等诸多环节，这为诊所法律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素材。 

3.加强对实习过程的监管 

传统的实习过程多流于形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院缺乏有效监管。对此，重庆大学法学院的做法是将实习学生分配给指

定的老师，通常每个老师指导 10-15 人。如此一来，学生除在实习过程中除了有实习单位的指导老师外，学校老师也进行一定

的指导，即学生拥有的是“双导师”。同时，在实习过程中，学生要提交一篇详细的实习报告。而实习报告的内容则是以实习过

程中处理的案件为依据，要求学生对案由、案件争议焦点、证据材料、法庭审理、处理结果等案件各阶段的处理流程进行详细

的记录。校方老师则对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实习报告的写作进行相应的指导。据统计，自我院将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引入到实习过程中以来，法律援助案件平均每年以 30%的幅度递增。因此，如果将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学学生的实习相结合，一方

面可以使学生的实习过程更加充实，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缓解当前法律援助资源不足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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