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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大学 2009 年校级教改课题“ 法理学教学方法及教育技术改革与应用研究” 的研究成果。

［ᴐ Ӯ］郭    哲（1970-），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理学、法律方法论、

经济法基础理论。

“ 教育兴，则民族兴，教育兴，则国家兴。”

如果说，教育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那么法学教

育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还决定着国家法治的进程

和走向。所以，中国的法学教育何去何从，已经超

出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而成为全民族关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一路风雨兼程，

历经了初创、挫折、恢复重建几个阶段，终于进入

了当前的蓬勃发展时期。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至 

2006 年，全国共有开设法学专业（本专科）的普通

高等学校（含独立学院及分校点）924 所；全国普通

高校法学专任教师数达到 47092 人；2006 年全国普

通高校法学类专业招收研究生 1.68 万人，在学研究

生有 4.47 万人，毕业研究生有 1.26 万人； 2006 年

全国法学类专业普通本专科共招生 11.46 万人，在校

生有 42.63 万人，毕业生有 10.81 万人；2006 年全国

法学类专业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 6.96 万人，

在校生 21.32 万人，毕业生 3.46 万。

与全国的法学教育发展的过程大体类似 , 湖南的

法学教育也经历了 20 世纪初期的引进初创、遭受挫

折、全面摧残、恢复重建和改革发展的坎坷历程。

进入 21 世纪 , 湖南法学教育基本上形成了以湖南大

学法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湘潭大学法学院

与中南大学法学院四足鼎立的局面。目前 , 省内几所

实力雄厚的法学院正在夯足干劲向国内优秀法学院

的行列靠拢 , 甚至创造条件进军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

的行列。在推进法治湖南的建设中，应充分利用我

省的法学资源开展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为推进我

省法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智力支持。但首先应对

我省的法学教育本身的价值观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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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法学教育是伴随着全国法学教育的发展

而发展的。宏观考察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历程，可

以看出我近百年的法学教育发展史没有形成一种横

贯古今的主导价值观。我国法学教育之所以未形成

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的变革

和意识形态的更替所导致的法学教育的曲折历程。

我国法学教育虽只有百年的历史，但却经历了辛亥

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和十一届

三中全会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将法学教育近百

年的发展史作一划分的话，我们看到前半个世纪，

法学教育是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求生存；以新中国

的成立为标志的后半个世纪，法学教育又遭十年“ 文

革” 的劫难，于 20 世纪 70 年代才迈开新的步伐。

法学教育发展的百年历程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

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不

同的价值导向。

如果说，传统的法学教育观念能够适应法律“ 工

具主义时代” 需要的话，那么在“ 权利法律化” 的今

天，此种教育价值观已成为严重束缚法学教育发展的

羁绊。面对当下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社会法治化、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化、发展可持续化，法学教育价值

观重构的时代迫切性日益凸显。重构湖南省法学教育

价值观就必须以实现法学教育的知识价值、技能价值、

思维方式价值、职业道德价值和信仰价值为根本。具

体来讲，湖南法学教育应该树立以下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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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价值观，是指法学教育要以培养高素

质的法律专业人才为贯穿教育始终的教育理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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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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