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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年法律实践教学中心教学改革的成绩和亮点

法学专业是理论性与实践性均很强的专业，因此，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是法

学教育中不可偏废的两个向度。法律实践教学中心作为法学院的基层教学组织，

承担着法学院荆楚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西部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普通法学班

以及知识产权专业所有学生的实践教学工作。法律实践教学中心在学校和学院指

导和政策扶持下，在中心负责人的组织和协调下，始终坚持教学改革，重视实践

教学，经过中心全体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自 2019 年获得校级立项以来，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1.认真学习教育部法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版人才培养标准，并

对照标准进一步优化了实践教学类课程的设计，在保持原有法律诊所、专业实习、

模拟审判、证据实验、毕业实习等实践类课程的同时，将其他同质化的实务型课

程进一步优化组合，着力打造精品实践课程——法律实务技能，将实务能力较强

的师资组合到该课程的教授之中。

2.重视队伍建设。团队成员全员参与了由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组

织实施的《民法典》师资培训班的学习；李少波、郑武平老师参与全国刑辩专家

实务论坛的学习交流；黄豹、李少波、周贤伍老师参加了“刑事诉讼法学高级研

修班”的培训学习。

3.2020 年，杨帆老师申报获得校级重点教研项目 1 项，中心成员发表教研

论文 2篇。陈光斌老师、杨帆老师、刘显鹏老师分别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律出

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 1部。

4.中心成员积极参与各级各项普法工作。其中，陈光斌老师获评全国“七五”

普法先进个人；黄军老师作为湖北省民法典宣讲团成员，承担了多场民法典宣讲

工作；注重实践教学，法律诊所课程和法律谈判课程基于疫情的影响，“走出去”

受阻情况下，继续推行创新举措，把实务专家“请进来”。

5.重视学生培养。首先，按照培养计划要求，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完成了法律

诊所、证据实验、民事审判、刑事审判、行政审判、法律谈判等课程的实践教学

工作。其次，中心老师积极指导学生参与各项实践类、创新创业类专业活动，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指导参加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大赛，杨帆老师获评 2020 年优

秀指导老师，学校获得 2020 年度“优秀组织奖”；2017 级学生艾青和曾卓为分

别获得 2019 年、2020 年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大赛一等奖，还有多名学生获二、

三等奖和优秀奖。2019 年 11 月，张忠国老师指导学生参加第二届全国法学院系

“法成杯”法律专题辩论赛获得亚军，张忠国老师本人获评为“优秀指导老师”；

2020 年 11 月，张忠国老师指导学生参加第三届全国法学院系“法成杯”法律专

题获得辩论赛，中南民族大学获得“优秀组织奖”。黄军、李少波、郑武平、杨

帆老师长期指导学生参与“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2019 年和 2020 年

分别有 1名学生获得全国理律杯模拟法庭比赛最佳辩手奖。

7.法律诊所教学获得全国同行的高度认可。在 2020 年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

20 周年暨教育、服务与法治国际论坛上，我校法律诊所中心荣获“全国优秀法

律诊所”荣誉称号，李少波老师和郑武平荣获“全国优秀法律诊所教师”荣誉称

号。

总体而言，法律实践教学中心获得立项建设 1年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提升了中心老师们的上进心，增强了老师们的团队凝聚力，激发了学生们对法律

学习的更大兴趣与动手能力。

二、2020 年法律实践教学中心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今年的线下实践教学活动受到明显冲击。由于疫情影响，上半年未能开展

规模化、集中性的专业实践教学活动；下半年学生返校后，由于封闭管理，加上

实习单位本身也还存在一些顾虑，整体性的专业实习活动未能集中推动，只是安

排了少数学生去律师事务所开展线下专业实习教学活动。

2.中心的教学研究活动有待加强。由于长期以来重科研轻教学的传统，法律

实践教学中心获批的教学研究项目和已发表的教研论文偏少。

3.法律实践教学中心在团队成员建设上缺乏力度。一方面，在学院教师队伍

建设上，更多的还是注重引进高学历、高级职称的研究型师资，忽视实务型师资

的引进；另一方面，和司法实务界的交流也需要加强，须注重从司法实务界引智，

以强化团队建设。

4.教学成果奖申报尚待突破。由于以前在教学研究方面申报的积极性有所欠

缺，加以对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未予足够重视，目前尚难以支撑教学成果奖的申



报。

三、2021 年法律实践教学中心的建设规划

1.继续调动中心成员教学研究的积极性，围绕法律实践教学这个主题申报教

研课题，发表教研论文。

2.提前谋划，积极参与各类课程建设项目，争取将《法律诊所》和《法律实

务技能》两门课程建设成为实践类一流课程。

3.以法律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为主线，在运行中推行多元实践教学模

式，逐步为将来申报教学成果奖奠定坚实基础。

4.继续推行并完善法律实务专家教学合伙人模式，邀请实务专家进入团队、

进入课堂，打造双师课堂，发挥实务专家的专业特长。

5.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方面，继续巩固现行的专业实习联合培养制度，保持

与法院和律师事务所的深度合作，做实法学专业实习工作。另一方面，继续做好

挑战杯大赛、全国高校理律杯模拟法庭竞赛、法成杯全国法学院系法律专题辩论

赛和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大赛的指导工作，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以寻求突破。

法律实践教学中心

2020 年 1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