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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法学专业线上实践教学水平,完善和优化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平台刻不容缓。但通过考察来

看,法学专业虚拟实践平台建设还存在与实际不相适合的问题:在研究层面,目前学者们对该问题的研究,

还存在未能准确把握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的现实尺度等缺陷;在实践层面,还存在高校自

主建设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少,借用公共平台多,平台缺乏针对性,难以满足法学专业线上实践教学需要等

问题。提出了应立足新时代我国高等法学人才教育培养的新理念、新要求,对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育

平台的模块、用户分类等进行科学规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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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应有的法

律职业思维、法律职业技能、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

业信仰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早在2017年,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就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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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指出和强调了高等学校法

学教育中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法

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主要采取的是传统线下模式,该模

式虽然有其自身优势,多年来,为培养高校法学专业

学生职业技能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毋庸讳言,该
模式存在时空场域制约明显、学生体验参与人数受

制、校外兼职实践教学教师作用发挥有限等弊端,亟
待优化完善。鉴于此,线上教学视域下的高校法学专

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研究应声登场。本文以当

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研究和

应用两个维度的实证考察为逻辑起点,基于问题意

识,最终提出若干意见建议。

一、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研

究现状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学者们已经开

始关注如何利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打造和设计高

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的问题,通过梳理发

现,目前学者们研究的主要观点、视角和内容为:
一是对于构建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

普遍持赞成肯定态度。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时
代下,打造法学专业虚拟实践平台,有助于拓宽学生

获得实践技能的渠道,切实提升法科学生的职业能

力”[2]。有学者指出,“构建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

学平台,有助于减少校外法律实务人员担任实践指导

教师的时空限制,提升学生实践实效”[3]。有学者强

调,“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可以有效避免

传统实践平台受课时、实验室规模所限而无法实现全

体学生‘角色体验’的弊端,是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改变

的必然要求”[4]。二是对构建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

教学平台的基本要求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提出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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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说,即“打造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必须

解决教学任务规划与管理、有效的网络实践教学资源

供给、科学设置交互空间和仿真模拟系统构建等四个

方面问题”[5];有学者提出六要求说,即“在构建高校

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中,需要解决教学设计和

实施的针对性、实践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课程实

践教学方式的开拓和创新、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发
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强化师生的教学互动等六个方面

的问题”[6]。三是对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

的构建方式和路径进行了探讨。有学者认为,“可将

今日说法、经济与法、庭审现场、法治在线等互联网媒

体资源引入在线教学之中,教师将案件涉及的法律解

释技术、法律推理技术、法律程序技术、证据运用技

术、法庭辩论技术及法律文书制作技术等进行剖析,
以提升学生实践技能”[7]。有学者指出,“需要推动现

代信息技术与法学教育深度融合,构建教学资源云平

台、课外学术资源平台、在线网络课程学分修读平台,
建立模拟互联网法院、模拟互联网检察院等,使学生

不出校门就可以全流程仿真模拟法律实务工作”[8]。
综上可知,目前学者们对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

教学平台建设相关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取得了一

定成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实践工作的展开,但毋庸

讳言,缺陷和不足亦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逻辑

上,一些研究旨意欠高、视野欠广,仅对高校法学专业

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问题就事论事,缺乏从当前高

等学校法学教育和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的广阔视野

下去统筹分析该问题;二是主旨上,往往将该问题视

为单纯的学理问题而漠视其社会实践性,因而未能准

确把握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的现实

尺度,对实践的参考借鉴价值有限;三是内容上,对于

构建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的价值意义、现
存问题探讨有余,但对模块设置、内容安排等如何构

建的具体设计问题,缺乏切合实际的,具有一定可操

作性的应对之策。
二、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使

用实践

大力建设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
能够有力弥补目前法学专业线下实践教学的天然短

板,从而实现提升我国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质效之

目的。但通过考察发现,虽然互联网早已走进校园,

可在当前我国的高校法学教育领域中,相较于线下法

学知识的传授而言,运用线上虚拟方式组织开展法律

文书、案例研讨、模拟法庭与法律诊所等高校法学专

业实践课程仍较为鲜见,明显滞后于时代的要求,特
别是缺乏系统化的虚拟实践教学平台,该问题已经成

为困扰当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优化升级的

一大瓶颈,同时,该问题也是目前疫情期间全面开展

法学课程线上教学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通过考察

发现,总体而言,目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

学平台的建设使用主要有以下不足:
(一)自主建设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少,借用公共平

台多

通过考察发现,目前我国仅有少数高校独立建设

了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大多数高校主要采取

了拿来主义的方式,即利用线上方式开展实践课教学

主要是借助学习通、腾讯线上会议室等公共互联网平

台。虽然,利用公共虚拟线上平台开展法学专业实践

教学具有免去网络平台建设、维护和日常管理等琐碎

环节和程序,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经费,而且可以信手

拈来,同时由于上述虚拟线上平台多为大型互联网公

司开发,在使用过程中性能良好,系统和平台比较稳

定。但众所周知,“免费的午餐往往不可口”,上述虚

拟线上公共平台虽然有诸多便利,但也存在模式单

一、固定,无法完全满足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特质需

要等弊端和缺陷。例如,线上模拟法庭的开展、虚拟

法律诊所的开办等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笔

者观察和实践,目前通过虚拟线上公共平台均难以

完成。
(二)自主虚拟实践教学平台不尽如人意,难以满

足教学任务

通过对目前我国相关高校所自主建设的法学专

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考察发现,总体而言,平台功能

不甚健全,难以满足新时代高等法学人才的培养要求

和需要,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功

能不甚健全,难以涵盖当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普遍进

行和开展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律文书写作和案

例分析等主流实践课程,导致师生的体验感不强。二

是应用性能较弱,仅能够满足师生间的视频、语音即

时交流,缺乏对相关在线资料、课程学习过程的存储

应用,学生难以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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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高。同时通过走访相关高校法学专业师生发现,
部分学校自主建设的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因设计、
管理以及技术等方面原因,经常在使用中出现系统平

台难以登录、卡顿,甚至死机等问题,最终导致师生不

愿使用,平台形同虚设。
(三)掌握虚拟实践教学平台教学技能的教师少,

“含混式”教学多

作为虚拟实践教学中的一线工作者,专业课程教

师无疑起着关键作用,教师是否对虚拟实践教学理念

的深刻理解,是否能够对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相关功能

的熟练掌握等因素,都决定和影响着虚拟实践教学的

效果。高校法学专业亦不例外。但通过对相关高校

的实地调研发现,目前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虚拟实践

教学平台相关功能的法学课程教师仅是少数,多数教

师仅能够做到基础的语音、视频功能的使用,甚至一

些法学课程专业教师因对虚拟线上教学本身较为排

斥以及网络教学缺乏教务部门监管等因素,在虚拟实

践教学平台的使用中,存在“糊弄”的思想和行为,导
致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的使用不充分,甚至只是流于形

式,并未发挥出其应有价值。
综上,通过笔者走访和调研部分开设法学专业的

高等院校后所梳理的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使用的

情况可知,目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

的建设使用总体而言难以令人满意,与当前信息化网

络时代法学专业线上教学的应然要求还存在较大差

距,而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能够真正适

应新时代高等法学人才教育培养要求的虚拟实践教

学平台。
三、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方案

基于前文对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

台建设研究和实际使用这两个方面的实证梳理考察,
在立足新时代我国高等法学人才教育培养的新理念、
新要求基础上,现就当前和未来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

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方案提出如下建议:
(一)平台建设理念

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必

须立足实际、契合实际,明晰科学理念,才能确保平台

建设的科学有效性。具体而言,应树立以下理念:一
是从宏观视野考量,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

平台建设应立足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政法大学

时的的重要讲话,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

兼修 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
和新时代我国高等法学人才教育培养的最新理念,才
能有力确保平台建设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二是从

微观视野考量,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

建设应立足于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实际需要,通
过线上虚拟的方式来提供依托和支持,帮助师生完成

各种法学实践教学任务和实践操作中遇到的相关问

题,如该线上平台可通过文字、视频、语音等方式存档

备案,为师生反复使用以及改进实践教学质效提供便

利等;三是从当下疫情背景考量,高校法学专业虚拟

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应紧紧围绕为疫情期间教学一线

服务的理念,重点突出疫情防控线上教学工作的实际

需要,强化和凸显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的应用属性。
(二)平台模块规划

所谓虚拟实践教学平台模块是指,立足于法学专

业实践教学的特殊需要以及线上虚拟教学平台设计

的一般规律,所建构和确立的平台基本内容。基于目

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教育培养中常见的实践课程,本
研究将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规划为虚拟

线上法庭、法律文书在线实践、网上案例分析和在线

法务诊所等四个核心模块,还可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子

模块,以满足各类不同类别高校法学课程线上实践教

学之需要,具体见表1。
表1 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模块规划

虚拟实践主模块 虚拟实践子模块(内容)

虚拟线上法庭

民事案件线上起诉、应诉、审判、执行

行政案件线上起诉、应诉、审判、执行

刑事案件线上起诉、应诉、审判、执行

法律文书在线实践

法律文书在线制作

法律文书在线点评

法律文书在线修改

网上案例分析

民事诉讼案例分析

行政诉讼案例分析

刑事诉讼案例分析

非诉案件案例分析

在线法务诊所

婚姻等家事纠纷调解

公司等商事法务谈判

知识产权类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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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高等院校从层级

来看存在“双一流”高校、中央部属院校、省属院校和

高职(高专)院校等不同类别,上述高校在法学专业实

践教学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以及侧重点的不同。
因此,本研究关于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

台模块的规划仅是基础性和一般性的,各高校可根据

本校法学专业的实践教学的历史脉络、师资结构和教

学侧重等因素确立具体的模块内容。
(三)平台用户分类

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的目的即

是为了一线教学服务,因此必须明确其使用者。综合

考量,笔者认为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的用

户主要有三类:一是学生前台用户。学生前台用户,
主要供法学专业学生进行虚拟线上法庭、法律文书在

线实践、网上案例分析和在线法务诊所等实践训练使

用,学生通过登录该平台来完成教师布置的虚拟实践

教学任务、参与线上实践教学互动等。学生前台用户

是该平台的最主要使用者。二是教师后台用户。教

师后台用户,主要为法学实践课程教师进行信息发布

管理、教学任务安排和在线实践指导等虚拟实践教学

活动使用,教师通过登录该平台,主持线上实践教学

的各种工作。教师后台用户是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

践教学平台的主导者。三是学校管理者用户。任何

网络平台的良性运行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管理,高校

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亦是如此。相较于线下

教学中教务部门通过听课、现场观摩等方式实施监

督、评价不同,线上教学必须给予教务部门等管理者

一定的用户权限,实现教务管理人员实时监督监测虚

拟实践教学、维护保障虚拟平台有效运行等功能,以
保障学校基于教学质量监管之目的,对教师开展法学

专业虚拟实践教学的质量予以评价。
(四)平台使用操作

基于前文对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

台理念、用户分类,特别是虚拟线上法庭、法律文书在

线实践、网上案例分析和在线法务诊所等四个模块进

行的探讨,在使用操作上所设计的基本流程为:
一是虚拟线上法庭基本流程:教师进入“虚拟线

上法庭”模块布置任务、分配角色→学生进入“虚拟线

上法庭”模块按分配角色进行庭前准备→学生按照各

自角色“在线开庭”→教师、学生共同回看“在线开庭”
视频→学生对“在线开庭”情况进行自评、互评→教师

对“在线开庭”情况进行点评、总结→本次虚拟线上法

庭的相关文字、音频、视频进行线上存档备份。二是

法律文书在线实践基本流程:教师进入“法律文书在

线实践”模块布置任务→学生进入“法律文书在线实

践”模块线上完成→教师在线评阅学生法律文书作业

→学生在线修改法律文书→教师与学生在线讨论、回
顾本次法律文书撰写中的主要问题→教师对本次在

线法律文书完成情况进行总结→本次法律文书在线

教学的相关文字、音频、视频进行线上存档备份。三

是网上案例分析基本流程:教师进入“网上案例分析”
模块布置任务→学生进入“网上案例分析”模块进行

分组→学生按所分小组开展在线案例分析研讨→教

师就案例中的证据认定、法律关系、适用法律等问题

在线提问、纠错→教师对本次网上案例分析完成情况

进行总结→本次网上案例分析在线教学的相关文字、
音频、视频进行线上存档备份。四是在线法务诊所基

本流程:教师进入“在线法务诊所”模块布置任务、分
配角色→学生进入“在线法务诊所”模块按角色进行

准备→学生根据分配角色参与在线法务诊所相关工

作→学生对参与在线法务诊所的不同角色“履职情

况”进行自评、互评→教师对本次在线法务诊所运行

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本次在线法务诊所教学的相

关文字、音频、视频进行线上存档备份。
四、结语

当前,我们正行驶在数字化信息时代的高速轨道

之上,“互联网+”浪潮汹涌澎湃,教育信息技术革命

蓬勃发展,这为高校法学实践教育教学理念、方式的

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线上方式的高校法

学专业实践教学,能够有力契合和顺应当代大学生在

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乐于通过网站、网页、博客、微
博、微信等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取知识、信息的日常习

惯,从而能够进一步增强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吸

引力和亲和力。当然,本研究无力也无意建构高校法

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的宏大理论,而是旨在进一

步唤起高校法学教育界对该问题的关注,以进一步推

动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虚拟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的完善

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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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VirtualPracticePlatformofLawMajor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fromthePerspectiveofOnlineTeaching

YAOMing
(SchoolofLaw,TonglingUniversity,TonglingAnhui244061,China)

Abstract:Toimprovetheonlinepracticeteachingofthelawmajor,itisurgenttoimproveandoptimize
thevirtualpracticeplatformoflawmajor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Butthroughtheinvestigation,there
arestillproblemsintheconstructionofvirtualpracticeplatformforlaw majorsthatarenotsuitablein
reality.Attheresearchlevel,atpresent,scholarshavenotaccuratelygraspedtheactualscaleofthe
constructionofvirtualpracticeteachingplatformforlawmajor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atthepractice
level,thereareonlyafewself-builtvirtualpracticeteachingplatformswhilemanypublicplatformsare
borrowed.Lackinginpertinence,itisdifficulttomeettheonlinepracticeneedsoflaw majors.Itputs
forwardthenewideasandnewrequirementsfortheeducationandtrainingofhigherlawtalentsinthenew
era,andproposesscientificplanningforthesectionsanduserclassificationsofthevirtualpracticeeducation
platformforlawmajors.

Keywords:Internet;onlineteaching;laweducation;collegesanduniversities;practice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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