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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格教学和法学教育的有效对接
——评《法律微格教程》

微格教学是将复杂的教学目标分解成许多易于掌握的具体单一技能，并对每一技能提出训练计划，在较短
的时间内利用多媒体辅助，通过反复训练强化受训者的记忆和反应，以提高其对该技能的掌握的一种教学训练
模式。与普通教学方法相比，微格教学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微格教学是一种局部放大的教学活动。微格教学根据课程结构和训练目标，把受训者所要掌握的技
能分解成单一训练内容，在每一个训练中简化了时间、参与人数等因素，使教学活动中的局部被单独呈现，凸
显放大，以达到训练的目标。

第二，微格教学是一种“互联网+”的教学活动。在微格教学中通过大量现代化教学手段，多角度记录了受
训者的行为，通过定格、慢放和反复回放等方式放大突出受训者的优缺点，达到强化教学的目的。

第三，微格教学是模拟实践教学中可以多人参与的一种教学活动。在微格教学的过程中虽然每间微格教室
人数较少，但由于简化了外界因素，我们可以多个微格教室同时开展训练，也可以安排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自
行训练，以满足更多受训者提高技能的需要。而且在微格环境中，由于对所训练技能进行了分解，降低了技能
难度，增加了自我训练、学习掌握技能的可能性。

第四，微格教学是一种学生高度参与，教学互动的教学活动。一方面，微格教学因其小班进行、多媒体参
与、及时点评反馈等特征而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给学习者带来强烈的新鲜感和参与乐趣；另一方面，指导教
师也可以通过课后对教学过程录像的反复观看充分了解每一个受训者的情况，而在后面的训练中有针对性地进
行辅导，各组针对自己的程度安排训练进度，因材施教，这也明显提高了受训者参与微格训练的主观动力和客
观收获。

《法律微格教程》一书是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赵利博士把微格教学与法学教育有效对接起来的尝试、总结
与提升，该书是对如何进行法律微格教学训练的规范性建议。

在以往的法学教育中，高校多以课堂教育为主要教学途径，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开设了模拟法庭、法律诊所
等社会实践性课程，但也会因资金、设备、案源及指导教师等原因流于形式。很多高校法学院一年举办1—2次模
拟法庭、法律诊所活动，然而能够在其中真正参与并得到锻炼提高的同学很少。而且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等训
练均是一个连贯的完整过程，有利于同学们对司法活动形成整体印象的同时，也暴露出缺乏针对性细节训练、
弱点改进强化不足等缺陷。但是，法学专业又是一个高度实践性的学科，法学毕业生无论将来是在法院、检察
院、公安部门从事法律1_作，还是作为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等身份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都需要他们
既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又具备良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高效的
与人沟通能力等综合素质。而且对于法律职业者来说，这些素质的培养和训练不能等到从业后才逐渐开始，因
为法律工作所面对的问题或与党纪国法相关，或与人民生命财产挂钩，在这些工作中的失误错漏都会带来十分
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影响。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业者一进入这个职业就必须具备较高的实践综合素质。
所以，法学教学有必要，也有责任增加相应的实践技能训练课程，以保证人才培养的合格率。

把微格教学纳入法学教育的视野，正是该书作者对上述需要的一种有效补充。通过对课堂教学、模拟法庭
等现有学习方式特点的分析，作者把微格训练的主要内容定位为综合语言表达训练、基本形体形象训练、基本
法律职业技能训练等。制定了从普通话矫正、音量、语速、法律文本宣读、法律情景复述、法律谈判、模拟法
庭等一系列的训练课程，并在每个项目的训练中都注重对受训者形体形态的要求。

该书作者认为，将微格教学方法引入法学专业技能训练，符合法律职业实践性、专业性的行业特征要求，
与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教育导向相契合，为法学教育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在欣喜于寻找到新的教
学方法的同时，作者也发现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针对法学专业技能需求的微格训练课程内容设计问题、具
有一定微格教学指导经验的法学专业指导教师缺乏问题、适合于法学专业微格训练的专业实验室建设问题等都
还亟待解决。这些不足应引起微格教学的专家和法学教育界的同仁们对该项目的关注。

该书的编写是以科研项目的形式启动的，项目组成员不仅有专业教师，还包括了不同年级真正参与法律微
格训练的学生，他们通过自己上课，参与下一个年级法律微格课程设计与组织的方式体验和总结了几年来项目
组在实际训练中的经验和做法，形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该书通过项目建设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共同探索，找到
了一条法律职业技能训练的新路径，这也是该书有别于其他高校教学用书的地方。用作者的话说： “师范教育

和微格教育研究的学者们和前辈们对微格教学方法的研究是整个项目的基础和支撑。”推动我国法学教育的整
体向前是本书出版的一个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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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宇／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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