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究式教学法在《法社会学》课程中的应用 

近年来，笔者在为我校法学专业开设财税法、法社会学

等课程中对如何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适应创新需要的教

学方法进行了探索。经过总结提炼，命名为探究式教学法。

探究式教学法，是以探索新知识为导向，旨在提升教学双方

智慧的教学方法。探究式教学法以发端于美国哈弗大学的苏

格拉底式教学法为基础，因应当前创业创新训练教学要求，

通过建立以学生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力量，以教师为引导的机

制，通过课堂讨论、辩论、故事叙说、读书报告、奇文共赏

等形式开展教学活动。此方法对于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激

发学生研究新问题，思考真问题，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十分有

用，效果明显。为了抛砖引玉，笔者不揣浅陋将该方法及其

在法社会学教学中的具体实践予以总结，求教于学界同仁。 

下文通过依次讨论教学双方任务安排、课堂组织与形

式、教学内容与考核以及教学效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具体

叙述归纳该方法在 2018年春季《法社会学》课程中的运用

情况。 

一、教学双方的任务安排 

教师方面。 



第一，在开课之前完成课程设计并安排课程内容。通过

建立的课程 QQ群学校的网络平台告知学生，让学生事前明

确教学计划，了解整体教学进度。 

第二，提供教学材料，着力丰富教学内容，扩充课程信

息量。在订阅美国法社会学教材（史蒂文·瓦戈著，法律与

社会，第 9版）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另行借阅朱景文主编的

法社会学教材。向学生提供《法律的运作行为》、《街角社

会》等经典著作的电子版，要求阅读。此外，还为学生精选

《论收容教育》、《祭奠纠纷的类案研究》、《诉讼过程中

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等文献资料，要求学生观看《被告山

杠爷》等影视资料。 

第三，组织、引导课堂教学，传授经验和方法。组织学

生积极投入课堂学习，引导学生进行纵深式思考，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 

第四，设置课程考核，考查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

明确课程考查标准，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学生方面。 

第一，要求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加入课堂讨论和辩论。

学生参与课堂并与教师进行教学互动，不仅是其学习知识的

有效途径，而且能给授课教师良好的心理暗示。 



第二，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

理解。学生需要以自觉的方式进行学习，从而真正掌握和理

解课堂上学到的信息。 

第三，要求学生结合自己在课堂中所学的知识进行深入

思考，发现新问题，并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新性研究，

提高自己的创新思维。 

第四，泛读教材，精读《法律的运作行为》、《街角社

会》两本著作，完成读书报告。研读《论收容教育》、《祭

奠纠纷的类案研究》、《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

等文献，借鉴其中的方法，以三人为一组自选题目完成课程

结课作业（结课论文）。 

二、课堂组织与形式 

坚持鼓励性原则和多样性原则并存。用八学时（全部课

时的四分之一）组织讨论课和辩论课，鼓励学生积极发言，

陈述自己的观点，而不过分注重其发言内容的对错。旨在鼓

励学生积极思考，在与不同思想的碰撞过程中，提高辩证思

维的能力。建立平等对话机制，互相辩驳，实现了教学相长。 

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讲解、讨论和辩论以及所学与实际

操作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先以问题为导入，讲解理论知识，

其余则由学生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讨论和辩论。例如，

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调查研究法的实用价值，要求学生在课

堂的有限时间内设计出符合研究范式的调查问卷并提出修



改建议，意在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真正掌握调查研究法，让

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对调查研究法进行深入的了解，并将其

应用于日后的探索研究中。 

探究式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将学

生置于教学的核心位置，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重学生

的自我发展和学生间的启发发展。此教学法充分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在原有知识水平、能力水平的基础上学

习创新。通过这样的安排，学生动起来了，课堂气氛活跃。

睡觉，看其他书籍，玩手机等现象基本消失。 

三、教学内容与考核 

教学内容主要以法社会学基本理论框架、方法为中心展

开，包括法社会学基础理论、法社会学的历史发展、法律运

行经验分析等方面，同时突出对法学方法论的指导，重点介

绍了法社会学的量化研究、案例研究法、个案研究、文献研

究等研究方法，为学生创业创新训练项目提供方法论的指

导。教学内容全面，覆盖面广，旨在使学生通过法社会学课

程的学习，学习法社会学研究的初步方法和范式，弥补法学

方法论的学习真空地带。 

课程考核方面，设有课堂发言和作业完成两个环节。大

幅度提升课堂发言在教学过程中的比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

发言，激励学生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促进学生的个性化

发展。作业方面共设有四次，《被告山杠爷》的观影报告，



《法律的运作行为》和《街角社会》的读书报告，还有一份

小论文形式的结课作业。观影报告和读书报告要求的主要内

容包括内容梗概、最受触动的地方、个人见解和分析等内容，

笔者以学生的概括能力和分析的透彻程度为标准进行评分。

意在通过作业的形式，引导学生学习经典，提高专业素养，

为之后从事研究课题打下基础。 

四、教学效果 

本次法社会学授课，因为运用了探索式教学法而成效显

著。不少学生反映本课程教学方式与其他课程按部就班的枯

燥授课方式完全不同，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头一回成了自

己学习的主导者，并因此慢慢对这门课程产生了兴趣。部分

同学非常认可这种以学生为导向的探究式教学法，愿意积极

主动的投入学习，并对学习过程中的新问题以小组的形式进

行探究。学生反映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都收获良多。

既学习了法社会学的理论知识，又收获了做法学研究的方

法，最重要的是树立了将法律与社会相联系的思维方式。

2017级胡蔚然同学具体运用该课程讲授的类案研究法研究

损害商品信誉罪开展科创项目申报并获得批准。在课后的访

谈中，2017级万子涵同学认为自己在法社会学这门课程的学

习中有以下几点收获：一是提高了自身理论水平和思辨能

力，将法学与社会学有机结合，特别是在课上讨论的法律与

道德的关系。二是掌握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技巧，通过具体



文献学习，初步掌握研究的模式和侧重。三是认识到法律不

仅仅是法律，具体案件的处理不仅仅是法律在起作用，是受

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一书中

对法律的量的描述。2017级王君哲同学通过课程的学习认识

到法社会学的研究仍需要继续，法律与社会将是一个长久的

话题，它对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任重

而道远。 

同时，也有不少学生反映该课程作业偏多、理论难懂，

对于大一新生有较大难度等。 

五、延伸讨论 

面对信息、计算机、智能化迅猛发展的社会现实，信息

传递不再是教师的任务。信息不再缺乏，信息正在泛滥。如

何从芜杂的信息中去伪存真，寻找到有用的信息，从而创造

有用的信息，已经成为知识阶层的一种基本技能。当代大学

生作为知识阶层的新人，应该掌握把控信息的能力。这种能

力的实质仍然是辨析、分辨能力。我们应当在课程教学中，

把提升学生辨析能力作为重点。法社会学课程以及笔者讲授

的其他课程，都贯彻了这一思路。这对教学双方提出了更高

要求，教师要组织好讨论课、辩论课，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投放到与学生的沟通交流、辨析争论之中，并且要保持高

度的知识敏锐性和谦和性。学生不能仅靠课本吃饭，以考试

为依归，要积极地开展阅读，思考，辨析，争论，通过课堂



上的讨论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自己辨析信息把控信息真伪

的能力，从而让自己的创造力得以呈现。 

（作者徐春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法

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2017级法学专业本科生胡蔚然同学

参与了本文初稿的写作，特此致谢。本文全部责任由作者承

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