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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 杨宗科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原创性和系统

性，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有关法学教育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是法学教育改革发展和法治人才培养的指

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开辟了法学教育发展的新时代，理应

认真、全面学习贯彻并在法学教育领域加以落实。当下，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和法学方案作为历

史使命的新法学建设是新时代法学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

建设新法学不仅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适应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需要，是法治中国建设的

迫切要求，是一场正在兴起的法学教育领域“革命”，也呈

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回答新时代之

问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如何赋予新时代以新内涵？如何给新时代提供新思

想？这是必须回答的新时代之问。

  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方

法、基本观点，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

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逻辑严

密、系统完备、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指导构建具有突出

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

色的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引领中国法学研究从法律

主题向法治主题转换，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

  从历史上看，习近平法治思想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具

有系统性、针对性、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在法治

建设领域和法学教育领域科学地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法

治人才和如何培养法治人才等重大理论问题，是指导新时

代法治中国建设、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能够回答新时代之问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创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问题是时代的先声。围绕新时代重大课题，我们党进

行了艰难的理论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良法善治新理念，提出了法

治基本原理新观点，创建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论，提出了

建设法治中国新战略，提出了加强法治理论研究新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新”，是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

要求的产物，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法治建设为统领，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植根于新时代，回答了新问题。“新思想”因为紧

密结合“新时代”而更具使命感，因为始终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而更具方向感。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深厚的理

论品格和丰富的实践内涵，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的行动指南，是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

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

系的最新成果。

  对于新法学建设而言，习近平法治思想毫无疑问为法

学教育改革和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等提供了新的指引。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创新法学学术体

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的指导方针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需要从法

学教育这个基础和源头做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学学科

体系建设对于法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法学教育是法学学

科专业教育，离不开法学学科体系的支撑，离不开法学理论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引导。新时代法学教育的新目

标新任务新使命，对于法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

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是新法学建设的核心内容。

  事实上，由于法学学科对于社会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

缺乏全面系统的回应，出现了越来越突出的法学理论研究

与法治实践需求之间的矛盾和脱节现象，法学理论不能够

科学地揭示法律现象的各种矛盾及其背后的原因，不能很

好地满足人们对于法治建设的美好期望与要求。这就需要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方针，适应知识创新和发展的规

律，创新法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创建诸如法

治学、数据法学等新兴交叉学科体系，通过更加全面系统

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各种

问题的系统、深入、持续研究。

  总之，新法学建设就是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

下，创新法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包括优化学科结构，完

善法律学学科体系，创新法治学学科体系，加快国际法学

建设，推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学、思维科

学等的交叉融合，用新法学的学科建设成效推动法治人才

培养新模式的创建，实现从培养法律人才向培养德法兼修

的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历史性转变。

  四、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法学教育

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出发，高

度重视法学教育改革和全面做好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提出

要更好发挥法学教育对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

作用，指出了法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

质法治人才，法学教育在性质上是高水平素质教育与高质

量职业教育的有机统一，强调法学教育要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要统筹

国内法治人才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要致力于构建法

学院校与政法实务部门合作育人实践育人新格局。

  法学教育在严格意义上特指法学高等教育，是高等政

法院校或者法学院校等组织机构培养法学专门人才、从事

法学研究、推动法治建设的活动。法学教育作为高等

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对于国家

法治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学教育，面向新时代法治建设现实需

要和战略需求，提出了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

工作队伍、培养信念坚定德才兼备明法笃行的高素质法

治人才等一系列法学教育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习

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指导新时代法学教育

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新法学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不动摇。

  事实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更好发挥法学教育在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把法学教育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法

学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指出了新时代法学教育

应该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是指导新时代法学教育改革发

展的行动指南。

  五、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指导新法学建

设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就要特别注意掌握蕴含于其中的

科学方法论。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和创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习近平

法治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法治领域

的实际运用和生动体现。

  进入新时代，建设新法学，是法学研究和法学

教育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历

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要

求，是实现法学发展回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

选择。建设新法学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

为指导，要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统筹推进新

法学建设，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

证法并将其生动地体现在法学教育各

项事业发展上。也可以说，习近平法

治思想就是指导新法学建设的方

法论。建设新法学也意味着传统

法学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的变

化，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的更

新等。要研究和把握这种变

化的规律，厘清新法学建

设的发展思路，必然

离不开对习近平法

治思想中蕴含

的科学方法

论的深刻

理解与

认识。

习习近近平平法法治治思思想想
是是建建设设新新法法学学的的根根本本指指导导思思想想

前沿聚焦

前沿热点

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培育卓越法治人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 高新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全国政法大学

“立格联盟”成员单位，作为河南省首批“复合

型、实用型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坚持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以本为本”，

不断推进高水平法学本科教育，努力培育卓越

法治人才。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的路径

和成效如下：

  一是持续推动“新文科”建设，培育复合型

法治人才。学校法学专业发挥经、管、法学科交

叉的优势，深化专业综合改革，优化专业结构，

不断打造专业特色和优势。首先，凝练专业方

向，逐步形成了环境资源法学、财税法学、经济

刑法学等特色方向。其次，设立知识产权学院，

与民商经济法学院合署办公，在传统法学专业

基础上进行改造提升，实现法学专业内涵式发

展。再次，设立律师学院，与法学院合署办公，

融合法律硕士教育，构建与河南省法学会、省

市律协以及各类法律服务实体的合作平台，探

索教学与实践合作、与科研合作、与社会服务

合作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路径。

  二是大力加强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

培育高素质法治人才。首先，学校以法学专业

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为契机，

在人才培养特色上下功夫，持续提升专业内涵

和建设水平。其次，开展课程体系化建设，持续

实施一流课程项目、精品课程项目、慕课项目

等教学培育项目工程，《外国法制史》课程被评

为国家一流课程，《商法学》等多门课程被评为

河南省一流本科课程。再次，开展青年教师课

程竞赛、课程思政竞赛、美育课程竞赛等多层

次的教师讲课竞赛，大力促进教学团队和教学

名师的发展。

  三是全方位开展实践教学，培育应用型

法治人才。首先，不断增加实践实训课程比例，

建构了包括案（事）例分析、社会调查、法律诊

所等课程体系。其次，以法学实验教学中心为

依托，建立网上法律法规库、法律案例库、典

型案例研究中心、类案检索研究中心，启动网

上实验互动平台，使学生通过网络完成角色

选择和法律实务的操作流程。再次，通过邀请

法律实务部门人员进课堂开展案例教学，举

办庭审进校园、法律实务讲堂、案例分析沙

龙、模拟法庭、法治辩论、法律文书写作比赛

以及组织学生开展法律援助等方式，提高学生

的法律知识运用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法

庭应变能力。至今，法学专业在河南省内法院、

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已建立80余个实践教学

基地。

  四是不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培育高质量

法治人才。首先，学校落实教授为本科生上课

制度，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聘任教授的必

备条件，并成为法学专业本科教学的常态。其

次，法学必修课程全部实行选课制，学校把相

关课程老师的个人简介、教学科研情况、上课

时间地点放到网上，每学期上课前学生自行选

老师，开学后有一周的试听时间，不满意的可

以重新选择。再次，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同时对

本科生“增负加压”，从2018年起，学校对法学专

业核心课程实行“双达标”，要求期末考试成绩

和课程总评成绩均及格者方为及格，激励法学

专业学生刻苦学习、追求卓越。

  五是全过程打造课程思政，培育心怀家

国的法治人才。学校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

法学教育各课程，积极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课程思政，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讲话进课堂，引导学生在环境保护法等课程

学习中深刻领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比如，积极开展疫情特殊时期的课程思政。以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为载体，推进法学课程

与思政内容的融合建设，在中国传统法治文

化、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等教学中凸显了思政

特色。

  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开展以来，经

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

要表现在：学生的信仰更坚定，家国情怀更浓，

专业知识更实，视野更广，创新能力、动手能

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更高。同时，我们也清醒

认识到，法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仍有不断提升

的空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高校法治理论

教学体系的通知》，在“1+10+x”课程体系基础

上，在更多方面凝练特色学科方向，推动法学

专业本科教学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培养更多

可堪大任的卓越法治人才，为党和国家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人

的应有贡献。

世说新语

  《瞭望东方周刊》2021年第17期封面文章《交通强国新枢纽》中写

道：交通，是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建设交通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现实、直面变局、着眼长远，在深刻把握经济、科

技、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

  回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铁路总里程仅2.18万公里，有一半处

于瘫痪状态；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民航航线只

有12条……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努力，我

国交通运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4.6万公里，公路总里

程达519.8万公里；全社会客运量96.65亿人次，客运周转量19251.43亿人

公里；按不重复距离计算的民航航线里程837.98万公里，是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735倍；全国高铁里程、高速公路里程、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及

里程等多项交通运输指标皆位居世界第一。

  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中国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交通强国之路，如何培育发展与之

相适应的现代化都市圈，各地区和城市又如何在新一轮竞争中加快

建设枢纽城市，挑战与机遇并存。

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

（赵珊珊 供稿）

  《新周刊》第594期封面文章《把青春读完》中写道：以青春为名，

书写青春，然而，当我们走过青春，回望来路，却发现，假青春之名的

“青春文学”并未真正把青春的故事讲好。其中，似乎关于青春的一切

都犹如幻象——— 孤独、叛逆、炫富、爱情、欺凌、堕胎、车祸、斗殴、多角

恋，成为填塞进青春文学中矫情的“疼痛”。无论是青春尚未到来的彼

时，还是青春即将离我们而去的今天，青春文学里的“青春”从未降临

现实世界。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青春文学会被贴上诸多负面标签。

  青春文学是一代人难以抹去的集体记忆，早已打上了鲜明的时代

印记。每一代人都受到了不同文学作品的滋养，即便经历过21世纪初期

青春文学鼎盛时代的80后、90后，他们既有躁动的荷尔蒙和天马行空的

幻想，亦有青春文学没有真正书写出来的青春的迷茫与成长的力量。

  总有人正青春，总有孩子要长大，越过青春文学的山丘，通向更

宽、更远的前路。读过、写过青春文学都不是“黑历史”，最重要的是我

们终有一天会知晓，表达没有高下，文学却有好坏之分。 

青春文学是一代人难以抹去的集体记忆

海的下面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第1151期封面文章《深海诱惑》中写道：海的下面，是

一个陌生的世界。那里幽暗神秘，似乎很容易去，却又非常难以到达。正

是这个看似矛盾的特点，使得深海充满了诱惑，让无数探险家心醉神迷。

  马里亚纳海沟的最南端，是目前已知的地球表面最深处，因此也

被称为地球的第四极。如果你想去另外那三极——— 北极、南极和珠

峰，你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还不一定能成功。但你只要想办法到达

北纬11°22.4′、东经142°35.5′这个地方，朝水里扔一块石头，它一定能

到达地球的第四极，似乎非常容易。但是，因为海水比空气重很多，每

下潜10米，静水压就将增加一个大气压。普通船壳材料承受不了这样

大的压力，所以，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的最大下潜深度也就只

有600米左右，距离目的地还远着呢。海底1.1万米处的静水压约为

1100个大气压，大致相当于每平方厘米需要承受1.1吨的压力，只有用

特殊材料制成的潜水器才能把人安全地送到那样深的地方，这就是

为什么“挑战者深渊”是最后一个被人类征服的地球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