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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理论与实践的脉络打通理论与实践的脉络
——我校法学教师挂职兼职体会

对于挂职锻炼，管华老师感触良多。首先，课堂上讲的法律条文与
现实生活中的司法实践是不同的，差别很大。从教学师资的角度讲，有
些东西虽然不可避免但是也只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解决。其次，法
学分为很多不同的专业，有法理学、法史学等等，这些知识如果不在实
践中加以运用就会永远是枯燥、难以理解的知识。教师到法律实务部
门去实践，对平时教学工作的帮助很大。学校对高校老师要实行分类
管理，将教学、实务与科研工作良好的协调统筹起来。“校检合作”这项
制度已经在全国各地高校广泛的开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高校教
师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对口的法律实务部门实践是一件资源共享、互
惠互利的有意义的大事，能够推动法学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工作的紧
密结合。“校检合作”能够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
和预防职务犯罪体系的建立和健全，能够进一步推进学校法制教育工
作，增强广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预防违法犯罪的能力。

“校检合作”促进了学校和法律实务部门的合作双赢。
（学通社 张梦婷）

“我们在法院做的都是最基层的工作，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都要上
下班打卡。”说起在西安市雁塔区法院挂职一年的工作，行政法学院李瑰
华老师首先得到的感受就是靠近基层，接上了地气。在法院工作期间李老
师曾担任法官助理，平时除了接待当事人、庭前调解等工作，李老师也负责
一些其他基础工作如写文书、给当事人办理手续等。在这里，李老师感受
到了与学校完全不同的工作氛围，也体会到许多法律实务工作者的艰辛。

法院挂职之前，李老师在工作中一直被情绪所包围，平时的理论工
作使李老师感到法学研究虚无缥缈，与实践严重分离。法院挂职的经历
使李老师原有的看法大为改变，在基层单位的工作与学习让李老师对基
层现状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法院实践中，李老师发现法院审委会制度的
正面作用很大。在平时的理论研究中，李老师对于审委会制度还抱有一
定的批判态度，而当真正接触了现实中的审委会后，李老师则完全改变
了看法。同时，李老师也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看到了实践中的不足，
而这些不足给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无论是法律理论工作者还是
法律实务工作者，挂职锻炼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学通社 王少杰）

2012年刑事法学院舒洪水老师在雁塔区检察院挂
职副检察长一职，对于在实务部门挂职，舒老师有以下
几点感受：

第一，他认识到了理论联系实践的真正价值。他
认为刑法理论很有用，好的理论能使许多实践问题迎
刃而解；但理论又不够用，实践之树长青，所以许多实
践问题，需要认真学习、认真研究，完
善、创新理论，才能应对。

第二，接地气才能有底气。只有
了解实践，接触实践，深入实践，从实
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学者才能避免闭
门造车，才能摆脱书院气，研究真问
题，解决真问题，才能成熟起来，成为
真正的对社会有用的学者、专家。

第三，通过挂职拉近了与实务部
门、实务工作者的距离，懂得了换位思
考，改变了一度对实务部门同志的片
面的甚至扭曲的理解，理解了实务部
门的难处，学者可以“站着说话不腰
疼”，实务部门却必须面对活生生的现
实和疑难案件，直面当事人的不同诉

求，既要讲法律，又要求稳定，在夹缝中求两全。认识
到中国法学的理论创新，中国法律的进步，法治国家的
形成，离不了理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了实务工作者
的耕耘，中国的基层法律事务工作者的辛苦付出，正使
我们的国家缓慢地但坚实地向法治国家迈进。

第四，更加了解到基层民众的喜怒哀乐，了解到基
层社会矛盾的纷繁复杂，认识到中
国社会基本矛盾、纠纷的解决，都需
要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入
手，需要根据法律、依据规则解决，
任何的运动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的短期办法，都会于事无补，无异
于饮鸩止渴，不能解决问题。

第五，认识到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要懂实务，学生才能学实务。只
会空头理论，没有实务的教师，不是
一个合格的法学教师。要教育学生
既要学习理论知识，读万卷书；也要
了解司法实践、社会实际，行万里
路，两者兼顾，才能成为合格的法学
人才。 （学通社 张梦婷）

王国龙老师有一年时间任职于雁塔区人民法院，主要
负责申请审议工作。一载春秋，收获颇多；一年时光，感谢
所遇。

对于教师挂职，王老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一，对
于教学研究以及法学理论有更为全面的补充。问渠那得
清如许，唯有深入群众见。所学习的是书本上不变的理
论，而世间万物诸多变化，老师认为通过一年的基层实
践，对于司法实践在现实生活中的运作有全新了解。为
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对于之前
的科学研究也寻得途径得以展示。其二，王老师认为法
律职业者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现今的司法进程
面对壁垒无数，无论是作为一名教师亦或是法院一员，能
为法官提供理论支撑，这都让他觉得欣慰。从与当事人
的交流中他看到了百态的案例，从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
点中他知晓了司法过程的繁重与阻碍。这些真实，都是
他在教学生活中未曾预料到的，这由此更加坚定了他为
法治所奉献的步伐。

王老师说：“法学是实践性的科学。”何为科学？指的
便是认真思辨才可获取知识的学问。通过基层法律实践
他希望我校学生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文底蕴，以社会作为关
注点，为群众所服务，不再停留于理论框架的构造，更多的
是对于实践的尝试。就他自身而言，实践性对于这一年来
说尤为重要。在法院工作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而
他则将遇到的若干个孤立的问题上升到某一学术研究的
命题上，培养自我的思考能力。这一点，他认为也是现今
学生所缺少的，学知识不能是囫囵吞枣，而应该辅之以自
我所想。

对于学校鼓
励青年教师挂职
锻炼这一举措，
他收获良多。希
望学校 可 以 建
立长效机制，与
基 层 法 律 机 关
密 切 合 作 。 同
时 他 也 希 望 法
学专业学生可以
在有朝一日，挥
法律之利剑，扬
我政法之威。
（学通社 杨倩）

刑事法学院老师姚剑现于蓝田县检察
院任副检察长一职。对于教师挂职锻炼，
姚老师列举了三方面优点。第一方面，
对于在校大学生，很多同学将来都会选
择司法机关作为自己的工作单位，而在

校的老师通过这种挂职锻炼的形式，可
以提前了解当前司法机关对毕业生能力
与素养的需求，从而将之反馈到教学工
作中。第二方面，在挂职锻炼过程中，可
以经常接触到已经从我校毕业的学生和
在挂职单位实习的学生。对已毕业学生
进行观察，是对学校教育教学成果的一
个跟踪反馈，他趣味地将它称作“质量跟
踪机制”。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是塑造人
才的一部分，毕业后，在某种程度上讲，
这种反馈可以为下一步我校教师如何提
高教学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做出
一些贡献。而对于正在实习的学生，通
过从干警等工作人员处可获得对这些学
生品德情况，道德水准，领悟力，动手能
力的评价，这也为教师以后改进教学工
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三方面，
对于教师自身，尤其是搞刑事诉讼法研
究的教师而言，只有重视法律文本中的
程序在实践当中的应用情况，才会使教
师在做科学研究和提出一些立法建议的
时候，不会缺乏对基本现实情况和对中

国国情的了解。通过挂职工作，在职教
师可以把握住中国的司法运作情况，尤
其是基层的司法运作情况，了解刑事案
件从公安机关到检察院，检察院到法院
的基本流程。这可以提升教师个人的科
研能力、教学能力，甚至是包括对法律的
体会、认知。

他谈到，在挂职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
对教学方式也是有影响的。首先，在给学
生讲课的过程中，他会选取有代表性的案
例，为同学解释一些关键的知识点。同
时，在指导学生写作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
时，他会建议同学们较多地关注实践当中
的司法实践情况。只有这样，学年论文中
才会有一些实际的东西，不会很空，以致
缺乏基本的实践基础。

最后，姚剑老师认为，对于法学工作
者而言，实践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希
望在老师付出实践努力的同时，同学们也
能积极地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在丰富自身
的同时，为国家法制建设出一份力。

（学通社 宗琛）

2012年 3月至 2013年 3月一年的时间里，国际
法学院老师张光在西安市雁塔区法院任法官助理，
这一经历让这位年轻的法学博士收获颇丰。

张老师在法院的工作经历可谓丰富。既有写调
研论文、起草判决书、观摩庭审，也有列席审委会参与
案件讨论并提出意见、参与法院文书质量评查等。在
挂职生涯中，相较于提高个人能力，他更看重从这次
实践中总结出有益解决教学问题的经验。在张老师
看来，学校的教学注重理论研究，而法院更加注重案
件审理中的实际问题、审理程序及案件的证据；同时
法官在审判案件的逻辑思维与在校老师不同，法官更
加侧重从实际角度解决问题，重视法条的实际应用，
例如在实际审判中，法官更看重在司法自由裁量的范
围内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谈及对“青年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兼职”制度
的看法时，张老师坚定的说：“这项制度的推行很
有必要，尤其是鼓励青年教师参与到其中。”他认
为通过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学习，不仅可以提高
我校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还能避免老师在法学科
研中的实践漏洞，从而使老师们的论文研究从偏
重理论知识、缺乏实际价值到理论联系实际、提高
教学质量的转变。法院挂职学习能使教师更加深
入了解法官审判思维，更有利于在授课中结合实
际案例、注重司法程序的学习和研究，使学生们能
了解到社会对于法律服务的需要是真真切切的，而
不是空中楼阁一般。 （学通社 刘静芸）

媒体上的西法大媒体上的西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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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0日光明日报第 4版以《法学教育“联姻”司法实践
——西北政法大学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机制》为题，报道我校
对于为谁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这个
育人的根本性问题，多年来创新机制，以服务国家重大特殊
需求为目标，以培养卓越法律职业人才为切入点，走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育人之路。学校希望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
师，能尽快了解我国基层司法现实，将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机
结合，为陈旧的法学高等教育打开突破口。

2008年，经过酝酿，一个院校合作的全新司法实践模式，
终于新鲜出炉了——组织西北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到西安
市雁塔区法院担任法官助理，在给法院提供人才的同时，也
让教师充分接触中国司法“原生态”实践！“学院派”苦于缺少
实践、“业界”困于没有专业性人才的难题，就这样解开了
——坚持“送出去、请进来”，为建设一支过硬的法律职业教
育教师团队，西北政法大学打出了漂亮的组合拳。有专家表
示，政法部门与大学“院校合作”、“检校合作”的模式，开创了
陕西省乃至全国的先河，对于整个高等教育，这也将是一次
破冰之旅。多年来，为培养“理实并重”“知行合一”的高素
质、派得上、用得着的卓越法律人才，西北政法大学按照“专
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覆盖、专业核心知识的全分布覆盖、专
业实践能力的全要素覆盖”三个覆盖原则，建立了由“5个环
节、8个模块”构成的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形成了以“课堂实
验实训、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三位一体、四年不断线的实践
教学体系。

10月 29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以《从“接地气”到“有底
气”——西北政法大学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纪实》为题，报
道我校针对“学院派”苦于缺少实践，“业界”却困于缺少专业
性人才的现状，开始探索组织青年教师到基层法院担任法官
助理，在给法院提供人才的同时，也让教师充分接触司法实
践。挂职副院长或副检察长的教师，都由地方党委组织部门

按照领导干部任职条件进行考察，并经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法
任命；而担任法官助理或检察官助理的教师，也均由基层法院
和检察院按照规定程序任命。同时，法律实务部门也要求这
些教师朝九晚五指纹打卡上下班，并完全按照本院干警管理。

教师们通过一到两年的“挂职”或“兼职”，既丰富了人生
经历，真正接触到了司法实践，更加深了对国情的了解。“从旁
观者变成了建设者，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从而大大提升
了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使科研创新紧扣社会现实，教
学内容更贴近实际需要。作为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
养国家基地之一，学校积极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机制，以全覆
盖的法治理念教育培育学生的法律职业信仰。在法科硕士
和博士人才培养方面，学校十分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10 月 29 日《法制日报》第一版以《法学教师一线挂职
法官检察官院校授课 在中国司法“原生态”中加钢淬火》为
题，报道我校围绕法律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性质定位和培养思
路，在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机制方面进行了探索：以全覆盖的
法治理念教育培育学生的法律职业信仰；“送出去、请进
来”，建设法律职业教育教师团队；构建法学实践教学体系，
培养学生法律职业能力。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合作，安排法
学教师要“走出去”到一线司法机关挂职，还要把司法工作者

“请进来”到学校授课。我校教师通过 1到 2年的挂职兼职，
丰富了人生经历，接触到中国法治的“原生态”，他们更加了
解国情，逐渐“从旁观者变成建设者，从局外人变成局内
人”。发现“中国问题”，提升了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
使科研创新紧扣社会现实，教学内容贴合实际需要，教师的

教学科研因为“接地气，而更有底气”，用法律实践经验反哺
课堂教学，有效提升了法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质量。

10月 26日《检察日报》以《专家教授在基层检察院 挂
职学者带来“头脑风暴”》为题，报道了我校挂职蓝田县检察
院副检察长姚剑副教授、未央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宋志军副教
授、长安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梁高峰副教授、莲湖区检察院副
检察长台治强教授、雁塔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陈京春副教授的
挂职感悟及思考。

姚剑在蓝田县检察院分管侦查监督工作。到任后不久，
经院里批准，姚剑便在侦查监督部门出台了一个快速办理审
查批捕案件的规定。姚剑提出的主要以办案能力作为参数
进行分案的想法得到了该院检察长李文凯鼓励。

宋志军到未央区检察院挂职时带了一份特殊的“礼
物”——他主持的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选题《未
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参与机制研究》同两名研究生助手。
今年 6月，未央区检察院“加强社会参与，完善未成人关护制
度”的经验被高检院推荐，而宋志军的课题在调研过程也已
开花结果。

梁高峰在长安区检察院主要分管该院案件管理工作，而
案管工作正是长安区检察院的一面“旗”。2011年，该院在西
安市检察系统第一个报批成立了案件质量管理监督科，创建
了案件管理、案件评查、业务跟踪考核三位一体的案管规范
机制，其工作经验曾向全国、全省检察机关交流介绍。

台治强到任后，推出“介、讲、评”三套策略。介，即收集
整理与检察业务相关的报刊，并按照其约稿要求制作《投稿
指南》下发各科室，便于干警有针对性投稿；讲，邀请法学专

家到院开坛授课；评，进行调研论文评奖活动。在调研工作
中台志强提出了“六个注重”，即：注重组织引导，确保调研工
作的有序开展；注重整合资源，提高调研工作的整体效能；注
重与时俱进，深化调研工作的服务理念；注重激励奖励，推进
调研工作的持续发展；注重保障机制，夯实调研工作的硬件基
础；注重成果转化，实现调研工作的价值功能。台治强强调开
展大调研和专题调研，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提升调研的质效。

陈京春除参与撰写多部刑法学专著并承担过项国家级
课题研究之外，他还全程参与了西北政法大学与浙江省诸暨
市政法委的横向合作项目《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的调研和
成果总结工作。在雁塔区检察院，陈京春分管西安高新经济
开发区的案件批捕、全院业务领军人物培养等工作。

10月 28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以《西法大创新法学教
育为全国提供鲜活范本》为题，报道西北政法大学用多年的
实践和探索，走出了一条“理实并重”、“知行合一”的大学与
法院合作的新路径，为全国高校法学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了鲜
活范本。

“送出去、请进来”，建设法律职业教育教师团队。“送出去”，
提升专任教师的法律实务能力。从 2008年以来的六年间，
学校共派出法学教师 49人次在法律实务部门挂职和兼职，
其中在基层法院担任副院长和法官助理的共计 6批 32人次，
在基层检察院挂职担任副检察长（检察长助理）的 5批 12人
次，兼任科（局）长助理的共计 2批 5人次。教师通过 1到 2年
的挂职兼职，接触到中国法治的“原生态”，发现“中国问题”，
接地气，而更有底气，有效地提升了法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学的质量。“请进来”，优化法学教师队伍结构。在从其他高
校聘请高水平学者担任客座教授的同时，学校从中央政法
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等
政法实务部门聘请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专家型领导担任客
座教授或兼职教授。目前，学校已经形成了由 281名法学专
任教师、56名实务部门兼职教授、20名学科理论客座教授构
成的专兼结合的高素质法学教师队伍。 （党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