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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法学实习基地建设路径分析 ①

隆奕
（吉首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吉首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加强校外法学实习基地建设已成为当今法学院校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一个重要平台。吉首大学法学院
高度重视建设校外法学实习基地，但是在建设校外法学实习基地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

在培养目标上突出民族性，建设数量相当、交通便利的实习基地，加强“双师型”教学队伍培养，制定严格实习基地管理

制度，基地双方实行互利互惠原则。

关键词：校外基地；存在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９－００７５－０３

目前民族地区的法学院校在《国家中长期教育与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和《教育部、中央
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政策指导下，认识到加强校外法学实习

基地建设已成为法学院校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一个重要平台。吉首大学法学院也高度重视校外法学

实习基地建设，但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一些了问题，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来解决。

１　校外法学实习基地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１．１　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目标不明确

《国家中长期教育与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指出，我国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
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并提出了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和《教

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指出，今后要着力培养

中西部应用型基层法律人才。其实在这些文件出台前，法学院校也在建设校外实习基地，但进展缓慢，

而且准确地说在２０１３年年底之前基地建设主要放在法院、检察院两单位。公安、律师事务所、政府部门
等作为实习基地就很少，几乎没有。另外学院和法院、检察院２个校外实习基地之间就如何建立一个长
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合作关系，在目标上是不明确的。现在民族地区的高校法学教育包括吉首大学

法学院的法学教育也未能与地方资源之间形成有效互动，在课程设置上与地处不是民族地区的法学院

校没什么两样，未形成自己的特色，校外实践教学更是如此，这从２０１３年之前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可
以得知，未突出特色，强调民族性。

２０１０年国家出台政策后尤其是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教育部的文件给大家指明了道路，要大力加强建设校
外实习基地，培养中西部应用型的基层法律人才，加强与地方资源形成良性互动。２０１３年年底学院在
申报法律硕士时才逐渐将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目标提上日程。

１．２　校外法学实习基地数目不够，很难满足学生实习的要求
如前所述，在２０１３年之前我校校外基地建设主要集中在法院和检察院，而且是离吉首大学不远的

吉首市法院、湘西州中级法院和湘西州检察院这几个单位，这样做既方便了学生实习又有利于学院管

理，确保了实习质量。然而我院每年实习人数大约１００人，上述几个实习基地很难容纳这么多学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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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导致很大一部分的学生还得自己去联系实习单位，脱离了学院的监管，学生有没有去实习就大打折

扣。另一方面学院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多种需求。

１．３　分散实习存在诸多弊端，难以保证实习质量
吉首大学法学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采取以分散实习为主、分散实习与统一集中实习相结合的方

式。分散实习由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进行实习，集中实习指学生找不到单位的情况下由学院统一联系

单位安排实习。分散实习的优势：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交通便利的实习单位，可为学院节省实习

费用，减轻了管理负担；缺陷：分散实习缺乏学院管理，实习流于形式，难以保证实习质量。要克服分散实

习的弊端，只有建立较多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实现集中实习和统一管理，全面落实实习计划。到目前为

止法学院总共建立了校外法学实习基地２５个，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散实习的缺陷，以确保实习质量。
１．４　校外实习基地的实习指导师资水平有待提高

校外法学实习基地是学生进行实习教学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教师实行实践教学的重要平台。实

习指导教师在校外法学实习基地进行实践教学离不开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知识结构的创新。知识结

构的更新和创新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司法实践能力素质的提高受多种因素制约。对教师来说校外实

践教学比课堂教学更难。虽然我院部分教师在做兼职律师，从事一些律师业务工作，但由于受课堂教学

和评职称压力大等影响，很难定期拿出完整时间去实践部门充电，实践经验匮乏，知识老化，不能适应实

践性教学的需要。做兼职律师的教师实践教学情况是这样，那对于没有从事兼职律师的教师来说，教师

的司法实战能力尤其需要加强。加之很长时间以来我院校外法学实践基地没好好建立起来，教师想开

展司法实践教学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导致学院教师在司法实践环节上比较薄弱。

１．５　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处于初期阶段
到目前为止，学院已签基地协议２５份。在这２５个校外法学实习基地中，我校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集

中在吉首市人民法院、吉首市检察院、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湘西州检察院。这些实习单位为学院培养

了很多应用型法学人才。但远离吉首大学法学院的法院、检察院等几乎没安排学生去实习。久之这些

实习基地等于就让学院挂了块实习基地的牌子而已。即便如此，那些个承担实习任务的实习基地在建

设过程中也存在种种问题：双方如何去规范建设、规范管理、如何选派指导教师和带队教师等都没有进

行详细的规划，后续建设工作滞后。

除法院、检察院实习基地外，再来看看其他基地建设如何？如公安、政府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等

等。就笔者在湖南四维律师事务所（学院实习基地）做兼职律师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院学生到律所来

实习的人数很少，即使有学生来实习，除了事务所主任带带实习生外，其他律师几乎不带。究其原因应

该是双方未签订具体的责任条款。专门培养法学实践人才的律师事务所情况尚且如此，那公安、政府司

法部门实习基地情况如何呢，据了解到的情况，双方签订完协议也就没下文了，也是挂个实习基地的牌

子就完事了，根本培养不了司法实践人才。

总体来说，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后续建设工作滞后，接下来校外实习基地怎么建设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２　校外法学实习基地建设路径分析
针对吉首大学法学院在校外法学实习基地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２．１　校外法学实习基地建设培养目标：突出民族性
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民族地区的法学院校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要突出民族特色。目前处于民

族地区的高校法学教育应该与地方资源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在课程设置上应与地处非民族地区的法

学院校有所不同，形成自己的特色。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吉首大学法学专业在实践课中设置了《民

间纠纷解决机制》《习惯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课程，从而在课程设置上突出民族特色，并在实践教学

中逐渐付诸于实践。

２．２　建设数量相当、涉及面广、交通便利的实习基地
吉首大学以中西部基层应用型高层次法律人才需求为基础，在武陵山片区建立了２５个校外实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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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基地建设主要集中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其次是国家立法机关、政法委、政府

法制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公证机关、仲裁机构、法律援助中心、公司企业、社区等单位组织，也有相当一

部分毕业生会选择市场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调解委员会、消费者协会等单位组织。

基地建设涉及面多、广。基地建设涉及面多克服了校外法学实习基地建设过程中数目不够难以满足学

生实习要求的弊端，也克服了分散实习存在的诸多缺陷，确保了实习质量。而且学生主要在办案经验丰

富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指导下实习，收获会更大。

此外，建设实践基地还要考虑学生基地实习的安全问题和交通方便，尽量考虑学生住宿与实习单位

的距离，便于教师的管理和检查及学生往返。

２．３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
加强学校“双师型”教师的培养，选派青年骨干教师到相关法律实务部门如公、检、法、司兼职、挂

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因为要想成为一名称职的“双师型”教师，自身必须加强这一方面的能力培养。

司法实践是推动法学理论和实务发展的动力，这就需要让教师到司法实践部门锻炼。吉首大学法学院

先后选派７名教师到湘西自治州检察院、湘西自治州公安局、吉首市检察院、凤凰县检察院、重庆秀山自
治县检察院等机关兼职担任各种职务；６位教师被聘为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重庆秀山县人民检
察院等法律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学院在加强学校“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然而

笔者认为学校尚需从政策上加以扶持：对于每个开设实践性课程的教师，学校应允许其到校外实践基地

去调研和有针对性的开展法律事务活动［１］。这样才能全面提升学院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素质。

２．４　延长实习时间、制定严格实习基地管理制度
我院规定学生到校外法律实务部门实习见习２个月左右。其实从实习基地反馈的意见来看，学生

实习时间有点短，故建议在校外实习时间上可以适当延长，比如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司法实务

单位实习时间规定可以不少于６个月。实习由经验丰富的优秀法律实务人员具体指导，强化学生对诉
状、判决书等各类法律文书以及司法部门审理报告的写作，培养对证据把握、证据链和因果关系的论证

能力，保证实习有指导、有记录、有证明、有总结（不少于４０００字），加强对学生基地实习监督。吉首大
学虽在２５个地方基层实务部门建立了校外实践基地，但后续建设工作滞后，需要制定严格的校外实习
基地管理制度。

２．５　互利互惠原则
互惠互利、双向受益是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成功之路。对此学校应对学生教师的实习费用和基地

建设经费提供必要的保障，这样才能维护实习单位对基地建设的积极性［２］。同时，加强与基地实务经

验丰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律院校理论功底深厚的教师交流。吉首大学法学院教师应走出去：前

文已述先后已选派７名教师到机关兼职担任各种职务，６位教师被聘为法律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希望
今后这种交流能在学院每位教师中实现；同时吉首大学法学院也应引进来：继续聘请湖南省高级法院、

湘西自治州中院、湘西自治州检察院、铜仁市碧江区法院、重庆秀山检察院等业务能力强、对行业现状需

求和今后发展方向有充分了解的专家担任客座（兼职）教授，为学生作专题报告，参加学生毕业论文设

计答辩，组织学生进行各种讨论交流等，并具体参与法律人才的指导和培养工作，从而不断夯实双方合

作的基础。还有学校和学院应当利用其教学、科研、图书资料等优势，为实践基地单位提供法律咨询、司

法意见和司法人员的业务培训的帮助和支持等，使实践基地感到双方的合作是真正的双赢。而且实习

单位通过学生努力工作，也减轻了实习单位工作人员的办案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多年来，学院实习

生的精神状态及工作能力受到各实习基地单位和人员的一致好评，纷纷表示欢迎这些学生今后继续到

他们单位实习甚至进入该单位成为正式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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