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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 犕犗犗犆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中的应用

李　岩，韩　惠

（辽宁大学法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

摘　要：混合型 ＭＯＯＣ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共享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并在教育领域逐步推广应用。从传

统 ＭＯＯＣ模式的优势及弊端着手，介绍混合型 ＭＯＯＣ的特点及运作模式。在此基础上，阐释混合型 ＭＯＯＣ对

法学教育目标实现的意义，并详述其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中的适用：重构法学教育结构，优化教学模式，践行个

性化培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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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６日，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卓越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启动了共

建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和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的

计划。自《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

若干意见》发布以来，法学界的教育专业人士围绕卓

越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大

量的创新研究。卓越法律人才计划旨在提高法律专

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因此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应

以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及提

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为重点。慕课（ＭＯＯＣ）具

有开放性、大规模性、免费、课程要素完整和交互影

响的特点。混合型 ＭＯＯＣ除具有传统 ＭＯＯＣ的

优势外，还能在优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加强

法学实践教学环节、提升法学师资素养等方面克服

传统ＭＯＯＣ的弊端，发挥强大的资源共享、自主学

习、强化实践等作用。

一、传统 犕犗犗犆到混合型 犕犗犗犆的

教学模式转变

（一）传统 犕犗犗犆的优势及弊端

ＭＯＯＣ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主要通过

网络平台为全球的学习者提供海量专业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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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习服 务。自２０１２年 起，大规模在线 开放

ＭＯＯＣ课程在全球高校悄然盛行，其优势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放性。ＭＯＯＣ的课程资源

向全球学习者开放，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

能够无障碍地获取、传播、重复利用该资源，并可以

通过社交媒体自由表达个人意见，互动交流。跨越

时空和国界的互动更彰显学术自由的精神，有利于

知识的有效传递。二是规模性。学习人员的规模

性增 长 也 是 ＭＯＯＣ 的 重 要 特 点。比 如 参 与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建设的高校和组织超过了１１０个，涉

及课程领域２５个，一门课程可供上千万人学习
［１］。

智妍咨询发布的《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中国慕课行业深

度调研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显示：２０１４年中国使

用 ＭＯＯＣ的人约为１５０万，２０１５年增长至５７５

万，人数增加了两倍多，２０１６年更是达到了１１０５

万［２］。三是免费性。免费是 ＭＯＯＣ的显著特征，

除申请课程证书需要的特定费用外，平台丰富的教

学资源是向全球注册用户免费开放的，任何人都可

以免费参与网络课程学习，自由获取相关的课程、

参考资料、电子期刊等数字化内容。

传统ＭＯＯＣ的优势使其在全球范围迅速得到

传播，但客观来看，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值得反思。

一是课程监督效果差，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

ＭＯＯＣ主要实行网上教学，虽然学生能够随时随

地在线上学习，但由于缺乏自控力和有效的监督，

很少有学生能够按照课程设计自主完成课程。国

内某慕课机构进行的调查显示，注册用户中有一半

的人缺席课程，而出席的人数中大约只有一半能完

成课程，辍学率高达７５％～９５％
［３］。二是课程设

置仍以结构化逻辑体系为主，并没有突破传统的教

学模式。传统 ＭＯＯＣ只是简单地将授课方式由

“面授”转变为“线上”，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传统教

学的问题。三是缺乏对学生的个性化培 养。

ＭＯＯＣ是基于行为主义理论即“刺激—反应”理论

的教学，属于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既没有分类、分层

的教学目标分析，也没有针对多种学员对象的需

求，教学模式单一，教学设计简单，难以适应高等教

育众多学科和不同类别课程的具体要求［４］。四是

教师与学生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学生只要注册账

号就可以在网络上获得 ＭＯＯＣ课程，因此容易导

致某些热门课程学习人数过多，教师既无法掌握学

生的课程完成情况和学习效果，也无法及时对课程

进行修改和优化。五是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２０１８年１月教育部公布了首批认定的４９０门“国

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水平大

学的３４４门课程入选，占整个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

７０％
［５］。由此可见，ＭＯＯＣ的优质资源主要集中

在一些重点高校。

（二）混合型 犕犗犗犆的运作模式

作为辅助实体教学的新型教学共享模式，混合

型 ＭＯＯＣ不涉及复杂的管理，而是将面对面的传

统教学与网络视频教学的优点相结合，教师在此过

程中的作用由管控转变为引导。混合型ＭＯＯＣ主

要有以下三种运作模式。

１．面对面教学与ＭＯＯＣ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首先，教师拆分选取专业课的知识点，区分知

识点的难易程度和重要程度，甄别学习内容，对教

学内容进行筛选。然后，将适合 ＭＯＯＣ学习的内

容录制成视频，上传到专门网站，并将典型案例视

频、引领案例、问题指引、拓展阅读资料等放置到

ＭＯＯＣ相应的知识点上。教师在学生自主学习

ＭＯＯＣ课程之后，采取隔周面授的方式，对课程知

识点进行总结，组织学生交流讨论，并针对学生自

学过程中的难点和困惑进行讲解与答疑。如此，教

师便能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修改和

完善课程内容。

２．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辅助的学习方式。混合

型 ＭＯＯＣ主要侧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学生通过观看教师在 ＭＯＯＣ平台上传的视频，对

知识进行了解和学习。教师再组织学生在面授中

或 ＭＯＯＣ平台上对知识点进行讨论，发挥学生的

能动性。对于学生来说，个体结构化的学习活动仅

占１０％～３０％，其余７０％～９０％的学习活动是通

过非正式的课堂授课形式进行的，因此对非正式学

习活动的支持有助于个人知识的增长［６］。而混合

型ＭＯＯＣ正是通过改变学习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３．传统课程考核与ＭＯＯＣ学习考核相结合的

综合评定考核方式。传统课堂中，平时成绩考核是

教师较为头疼的问题，而混合型 ＭＯＯＣ以在线学

习的时间和次数为基准进行平时成绩考核的方法

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混合型ＭＯＯＣ以期末课程考

核和ＭＯＯＣ平时成绩二者结合的方式来综合评定

学生课程成绩，一方面突出期末课程考核在衡量学

生学习效果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将学生在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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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Ｃ中展现的自主学习能力也作为评价的标准

之一，这种综合评定方式是比较科学、公正的。

二、混合型 犕犗犗犆在卓越法律人才培

养中的意义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目标是加

大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力度，提升法律

人才的培养质量，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混合

型ＭＯＯＣ在加强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和法学师资队

伍建设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混合型 ＭＯＯＣ

可以弥补传统教学缺乏实践的弊端。一方面，混合

型ＭＯＯＣ把适合的内容放在ＭＯＯＣ中讲述，让学

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实践中，有利于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另一方面，混合型ＭＯＯＣ可以利用网络资

源优势，丰富在线庭审、案例讨论等法学学习素材。

其次，混合型 ＭＯＯＣ需要教师转变传统的教学方

式。教师首先要对传统的知识进行知识创新，还要

把知识点进行拆分，重新对知识进行编排，丰富和

拓展其他阅读资料。由于 ＭＯＯＣ借助于网络平

台，所以对教师运用网络的技能要求比较高，这有

助于提升法学师资队伍的综合素养。

此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中还涉及“国际

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和“西部基层培养模式”，并

提出“国内—海外联合培养机制”。然而，目前我国

法学教育国际化水平整体较低，尚不能适应法学教

育国际化和法律职业竞争国际化的需要。因此，卓

越法律人才培养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全球化对跨国

法律人才的需求，适应国际上对高端法律应用人才

的需求。混合型ＭＯＯＣ对知识的创新符合卓越法

律人才培养的目标，在增加学生法学基础知识的同

时，也要求学生掌握人文社科等通识知识，培养学

生对国外案例、涉外法律、比较法的研究能力，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培养适合我国社会发展和适

应国际化需求的法律人才。

三、混合型 犕犗犗犆在卓越法律人才培

养中的适用

（一）重构法学教育结构

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提出及实施的背

景下，为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法学教育结构

的重构至关重要。法学教育承担着传授专业知识、

训练职业能力、培养合格人才的任务，教学模式的

好坏直接影响法学教育成效的优劣。传统的教学

模式主要是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知识讲解，扮演管控

者角色。但管控型教学模式容易造成实践教育与

理论教育相分离的尴尬局面，学生思维、能力得不

到锻炼，容易丧失自主学习能力，很难满足社会实

践对卓越法律人才的需求。而混合型 ＭＯＯＣ是

“学生为中心、教师为辅”的教学模式，它由“传道”

向“解惑”转变，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性，这种转变

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混合型ＭＯＯＣ让

学生在线上学习，在其对知识点进行了解后，再带

着问题进入课堂，从而使学习更有针对性，这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给予其更多的思考

时间；另一方面，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单

纯的“填鸭式”教育容易引发法学理论教育脱离实

践的问题，混合型 ＭＯＯＣ能够将实践和理论有机

结合，并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例如，教师在

ＭＯＯＣ课程的设计中可以加入英美法系国家的典

型案例，这不仅可以丰富课堂内容，还可以开拓学

生的国际视野。因此作为辅助式教学方式，混合型

ＭＯＯＣ线上教学和传统教学相结合、学生自主学

习和问题式教学相结合、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

合的模式，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更符合卓越法

律人才培养计划目标的要求。

（二）优化教学模式

卓越法律人才计划以提升法律人才的培养质

量为核心，以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为重点，致

力于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力度，培

养和造就一批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

卓越法律职业人才［７］。混合型 ＭＯＯＣ的教学模式

对其目标的实现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混合型ＭＯＯＣ教学模式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

授课方式，学生在课堂教学前利用网络课堂的海量

学习资源学习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理论的发展状况

和实践现状，实现对相关法律领域的宏观了解，并

就自主学习过程中思考产生的问题列出清单。教

师在线下教学中采用问题式教学，就问题清单进行

针对性教学，引导学生思考，寻找解决方案。与传

统集中授课的教学方式相比，混合型 ＭＯＯＣ教学

方式压缩了教学的时间成本。同时，混 合型

ＭＯＯＣ的教学方式不再将学生置于同一平台进行

无差别的教育，而是充分尊重个体的差异和主观需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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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力求实现个性化教育。学生可自由选择教学资

源，自主决定学习进程，自觉完成学习计划，这有利

于增强其主人翁意识，提高自主选择、自行规划、自

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在课堂教学

阶段，混合型ＭＯＯＣ改变教师广播式教学方式，强

化其在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思考、指导学生学习等

辅助作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采用讨论的方

式，各抒己见，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学习对实际

问题的处理方法，并在存在不同观点时，可以自由

交流辩论，在互动中达到掌握知识、完善知识体系

的效果［８］。因而，混合型 ＭＯＯＣ的教学模式充分

彰显了教学的经济性、学生的自主性和教学的实效

性，促使学生提高自身能力，对复合型法律人才的

培养和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

意义。

（三）践行个性化培养理念

实践教学课程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当前

法学教育虽然定位为职业教育，然而，相关院校并

未按照职业教育的要求设置课程或采取符合职业

教育要求的教学方法，存在教学与司法实践脱节等

问题［９］。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一个重要任务

是创新“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因此，在

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过程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卓越法律人才实践应用

能力的培养就是要求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必须

保持二者的统一。所谓共性，就是在实践应用能力

培养中遵循共同的教育培养规律，依然要加强对法

学基础知识的讲解，遵循教育培养的规律。所谓个

性，就是根据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在培养理念、培养

目标、培养机制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的培养［１０］。一

是在培养理念上要转变固有的教条式教学模式，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结合学生的特点进行培养，要学

会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

二是在培养目标上要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相契合，

要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力度，培养

一批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卓越法律

人才［７］。三是在培养机制方面传统的法律人才培

养侧重法学理论知识的传授，形成了以高校为人才

培养主体的相对封闭的培养机制，而混合型

ＭＯＯＣ主要是通过自主选课的方式来进行个性化

的培养。学生在教师的辅助下，可以根据自身实际

和兴趣，有针对性地自主选择知识点和课程学习，

这有助于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提高其学习的

积极性。因此在个性化培养过程中，课堂上教师对

知识点的梳理和讲授必须既要突出“个性”又要兼

顾“共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注重个性化培养并不

意味着对共性的抛弃，法学教育也要尊重教育的共

性，加强对法学学生基本理论的培养，避免学生在

学习知识时产生本末倒置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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