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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普及，为各个领域实现创新发展带来新驱动的背景下，教师强化相关技术成果在高校法学

教育中的应用，构建出多元化、智能化人才培养模式，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是使法学教育因应时代之变的关键举措。

教师需要立足于本校实际成本水平、具体教学实践水平，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法学教育中的新应用路径。故而，

文章首先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法学教育中的应用路径，而后立足于高校法学教育发展需求探讨相关技术成果的应

用前景，旨在为推进法学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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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maturing and popularizing, which brings 

new driving force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various fields, teachers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relate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y law education, it is a key measure to construct a 

diversified and intelligent talent training mod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ctual cost level of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need to explore the new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University Law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university law education, and then 

based on the university law education development need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relate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w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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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一线教师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域进行的探索逐渐深入、广泛，它与高校法学教育的结合方式快速趋于多元化，并在教学手段

创新、教学资源开发、教学效率提升等方面表现出突出优势。作为教师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了解高校法学教育改革新方向、新趋

势，结合自身教学特点构建出新工作模式，让高校法学教育因应时代之变。

一、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法学教育中的应用路径

（一）建构法学人工智能教育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校法学教育改革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多个方

面、多个环节，要求教师积极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挑战、新机

遇，对教育体系进行重新构思。首先，教师要深入分析、反思法

学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其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找准法

学人工智能教育体系优化方向。这需要教师大量阅读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法学教育的相关文献资料，为相关研究活动做好理论准

备，同时整合现有人力、物力，有效推进智能型法学教育模式构

建与创新工作。[1]其次，教师要重视与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司法实

务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以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法学人工智

能教育体系完整性、科学性，比如依托它们提供的技术、案例、

知识支撑，创新法学智能教学方案，为学生学习法学知识，成长

为优秀法学人才提供更全面、有效的支持。最后，教师还要主动

了解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新教学理念、新教研成果，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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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观点、经验的借鉴与吸收，转变自身教学理念，加强对人工

智能技术与法学课程融合新方式的探索。这要求法学教师保持空

杯心态、学习心态，不断充实自我，并敢于在教学实践中应用新

技术、尝试新方法 [2]。以国际经济法课程教学为例，国际投资法

领域，有华盛顿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的几百个案例，涉

及仲裁管辖、间接征收的认定、国民待遇标准等一系列的专业领

域，运用爬虫软件对案例库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提炼，可以让

学生对相关法律要点精准把握。同理，在课程最后一章 WTO争

端解决方式中，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案例库中，大量涉及

《GATT1994协议》第19条、20条的例外适用的法律定位，利用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整理归纳及分析，可以让学生在法律

要点的掌握上提高几何级数的思想深度，也可以帮助学术界深入

分析与厘清相关法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而为国家在制定或实

施效果国际贸易限制措施时，更加精准、更有专业底气。作者正

在撰写的论文《中国政府对镓锗锑贸易限制措施的国际法合规性

分析》就是运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对 WTO专家组类似案件的大数据

深度分析来帮助完成研究。

（二）智能整合现有教育资源

近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产生了网易课

程、慕课等优秀线上教学平台，促进了优质教学资源的进一步共

享。[3]但是，现有的教学资源共享机制尚不健全、不成熟，存在与

教学联系不够紧密、数据驱动力低、共享范围较小等问题，需要学

生、教师、高校、企业、司法实务部门之间进行更多联动。教师针

对相关问题，要智能整合现有教育资源为学生学习法学知识提供更

适宜场域。[4]首先，教师可以在保证信息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强教

学资源的收集、分析、筛选以及整合，促进高标准、高质量法学课

程资源在更大范围上的共享，比如通过线上教学平台与司法实务部

门工作平台的链接，把司法数据库中的相关信息融入教学资源。如

此，能够在数据来源上实现进一步突破，提升数据共享力度，为教

师构建教学模式、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提供更有力支持。[5]其次，教

师要积极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的培训与学习，对现有法律教

学模式进行创新与完善，比如引入学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案例

的环节，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问题的讨论，以及虚拟法庭等。教学

活动中涉及的案例、法律问题以及其他素材，可以来源于网络、

企业、司法部门。教师要善于对这些教学资源进行收集、梳理、整

合，为法律教学模式智能化发展奠定基础 [6]。作者在国际经济法课

程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使用人工智能软件 KIMI进行大量课堂现

场检索，2024年秋季学期目前已经进行过的课堂检索包括：蒙特利

尔公约反劫机条款；喜马拉雅条款；保险利益；中欧班列提单；国

际商会；CISG等等，学生们课堂学习热情明显提高，气氛更为活

跃，学习主动性增强，学习深度显著提升。另外，作者从北京科技

公司购买了法律人工智能软件阿尔法，课堂上直接连接人民法院裁

判网数据库，该软件利用大数据模型对相关法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

演变进行详尽的分析与展示，将相关法律疑难问题直接深度解答在

同学们面前，同学们受益匪浅。

（三）推进法学实践教学人工智能化

法学课程属于社会科学，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对实践教学

较为重视。当前，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有机融入法学实践教学，

丰富学生实践体验，已然成为教师需要深入研讨的问题。教师要

通过推进法学实践教学人工智能化发展，为学生构建丰富的情

境，改善传统法学教学模式过于聚焦知识谱系构建而忽略教学实

践性的问题。[7]

1.定制教学和深度学习

在共享司法实务部门信息数据的基础上，教师还要利用人工

智能的技术优势实现更为个性化的定制教学，突出学生需求对法

学实践教学的导向性。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法学课程愈发注意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注重教学方案的个性化定制，教师依托人工

智能技术定制个性化教学方案，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符

合教育发展潮流与人工智能时代特色。教师要通过机器学习技

术，加强对教学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从而科学评估、动态掌握学

生法学知识水平变化情况，了解其学习中遇到的具体困难，而后

为其针对性推荐学习资源、提供指导与帮助，以提升学生学习体

验与效果。[8]比如，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收集、分析学生法

学知识学习兴趣、深度、速度等方面的数据，绘制出相应的数据

画像，以该画像为依据为学生个体量身定制实践性学习计划；可

以利用人工智能教学平台中形成的轨迹和数据，了解学生在实践

活动中的表现，了解他们的法学知识学习、应用能力，针对性调

整后续实践教学的内容与难度，为学生开展深度学习提供所需支

持。[9]教师通过以上措施实现更为个性化定制教学，促使学生在实

践教学中开展深度学习，有利于强化学生学习法学课程的兴趣与

内在动力，能够满足他们在法学知识学习、应用练习方面的个性

化需求 [10]。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要求是人工智能赋能国际经济法

教学的下一个方向。

2.强化司法实践场景、案例的应用

在高校法学教育中，教师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更多典型的

司法实践场景、案例引入课堂，丰富学生的“实践”体验，促使

他们在体验各种司法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深化法学知识理解层次、

提升法学知识运用能力。[11]比如，教师可以运用虚拟仿真技术

模拟司法实践场景，让学生结合“实践”过程解读法条，掌握法

学知识的应用。首先，教师要深入分析相关案例，选择出较为典

型的部分，借其模拟司法实践场景，还原现场的各个细节，使学

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在教师运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出的司法实

践场景中，学生可以模拟分析案情、辩护、判决等环节，了解我

国司法裁判的流程与相关操作，积累相关经验，提高在法律实践

中的应变能力。[12]其次，教师要结合在学习中的具体表现，丰

富模拟案例库，将相关类型的法律案件与场景融入其中，供学生

在课下进行自主选择与反复练习。以模拟案例库为依托，学生自

由进入法庭审判场景，代入证人、律师、法官等不同角色，基于

不同角度体验判决、质证、辩论过程，理解法学知识，以强化法

律思维与知识应用能力。这种学习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法学知识兴趣和自主性，教师要重视司法实践场景的模拟。

教师通过虚拟实现教学将一些经典的法学理论、最新的法律实践

案例进行直观化呈现，为学生提供更为贴合学习需求与兴趣的 

场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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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法学教育中的前景分析

在高校法学教育中，人工智能技术表现出极为突出的应用优

势，为教师创新教育理念、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多方面支持

和助力。[1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将在高校法学教

育中拥有更为广泛的应用前景，为法学教育发展带来新契机、新

动力。

首先，是在个性化教学方面的应用。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

法学教育模式的融合层次将继续深化，为教师个性化设计教学内

容提供数据依据。教师可以通过对学生在法学课程学习中表现的

学习能力、兴趣、习惯进行智能分析，向其推荐学习资源，为其

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实现更为高效、精准的法学课程教学；可以

利用 AR与 VR等先进技术，针对学生学习中的薄弱点虚拟各种

司法实践场景，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环境，促使他们在不断的

“实践”中弥补学习的短板。

其次，是智能化评价和反馈机制的构建。近年来，高校法学

教育对教学评价及其反馈机制的构建愈发重视，要求教师将人工

智能技术在该领域进行有效推广。教师可以尝试利用人工智能的

自动化评估系统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并随时将检测结

果与学习建议反馈给学生，指导他们调整学习策略与计划。[15]

再者，是教育资源开发、共享与优化配置。人工智能的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能够辅助教师批量处理法学文献和案例，对其进

行分析和整理，转化为能够直接使用的素材或者教学资源。未

来，教师将更为依赖人工智能进行教学资源的开发与更新。“共

享”是互联网思维的重要内核，在互联网时代，教师要重视优质

法学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并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保

证其实现方式的先进性。教师可以通过在线课程平台、教育资源

库等工具，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院校学生中的共

享，让学生更为公平地享受教育。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普及，为高校法学教育

领域实现创新发展带来了新驱动、新契机，教师应围绕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这一主题进行深入、广泛的探索，从而提升法学教育实

效。就高校国际经济法教学而言，人工智能赋能该课程的教学与

科研已经有明显的成效，而且必将更加深入。受制于使用成本，

大量的人工智能手段与方法尚未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

法学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教师立足于本校实际成本水

平、具体学情构建智能化法学教育模式，是让法学教育因应时代

之变，实现预期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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