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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辅助高校法学教学改革中的教学模式优化
吴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航空运输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各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与
理论性并重的学科，面临着传统教学模式在教学效果、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挑战。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在法学教学中的
应用价值以及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人工智能的教学模式优化方案，旨在提高法学教学的效率和质量，为法
学教育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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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levels of 
society and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various industries. As a discipline that pays equal attention to practice and theory, law 
faces the challeng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n teaching effect,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law teaching and the basic direction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puts forwar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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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法学教
学模式多以课堂讲授为主，侧重于法律知识的传
授和学生的记忆能力培养，这种局限化的教学模
式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实践能力的培
养，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法律实践的
要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法学教育提供了新
的突破口。AI 在教育中的应用已广泛开展，从智
能化的教学管理、个性化学习路径的构建到智能
评估系统的使用，都为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对于法学教育而言，AI 技术不
仅能够提供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还能有效补充
传统教学中的不足，推动教学模式的创新与优化。
通过引入 AI，法学教育可以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突破传统教学的局限，提供更丰富的学
习资源和实践机会，从而提升学生的法律思维能
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一、人工智能辅助高校法学教学改革的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AI）
技术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教育作为其重要应用，
人工智能辅助高校法学教学改革，能够极大地提

升教学质量，优化教学过程，实现个性化学习，
并推动法学教育向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具有重要的价值。

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多依赖于教师的讲授和
学生的听讲，课堂上难以兼顾每个学生的需求和
进度，教学效果较为单一，人工智能的引入能够
极大提高教学的质量与效率。通过智能化教学平
台，教师可以实现对学生学习状态的实时监控与
分析，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智能调整教学内
容和节奏，做到因材施教。例如，AI 可以基于学
生的学习行为数据，自动分析出学生的薄弱环节，
并在学习平台中推荐相关的课件、案例或视频讲
解，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提升学习效率。同时，
AI 的运用能够极大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让教师
从繁琐的管理和评价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教学内容的创新与课堂互动中。

法学教育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
科，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进度各不
相同。传统的“全班统一进度”的教学模式难以
满足个体差异化的学习需求，导致一些学生未能
在课堂上获得足够的知识吸收，而另一些学生则
感到知识内容过于简单，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人
工智能通过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能够根据学生
的学习记录、考试成绩、课堂互动等数据，精确
识别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与需求，进而为每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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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径，AI 能够根据学生
的薄弱环节推荐相关学习资源，设定合理的学习
进度，帮助学生在自己的节奏下深入理解法学知
识，培养其批判性思维与法律素养。

二、人工智能辅助高校法学教学改革的基本
方向

（一）构建个性化学习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校法学教

育正在朝着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个
性化学习路径的构建是人工智能在法学教育中应
用的重要方向，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情况、
兴趣和需求，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最适合的学习
方案，从而提高学习效率，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在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采取统一的
教学进度和课程内容，忽视了学生之间存在的知
识差异和学习速度的不同，部分学生因课程内容
过于简单而失去兴趣，另一些学生则因内容难度
过大而感到困惑和沮丧。因此，个性化学习路径
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数据
的收集与分析，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
习计划。AI 通过学习平台跟踪学生的学习进程，
包括课堂表现、作业成绩、在线讨论的参与情况
等，精准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知识掌握程度。
这些数据为 AI 提供了制定个性化学习路径的依
据。根据学生的实际表现，AI 可以为学生推荐适
合其水平的教材、案例分析、法学文献等学习资
源，避免学生因为学习内容的重复或偏难而丧失
学习的动力。例如，对于一些法学基础较弱的学
生，AI 可以推荐基础知识的复习资料，并提供针
对性的辅导课程，帮助学生弥补知识空白。对于
一些已经掌握基本法学知识的学生，AI 可以通过
推荐高阶课程或法律实务案例，让学生更深入地
了解法律的应用和实际操作。通过这种个性化的
学习路径，学生可以在自己的节奏下逐步推进学
习，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此外，AI 还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实时调整学习
计划，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进行重点强化。例如，
如果 AI 发现某个学生在“刑法”部分的知识掌
握较为薄弱，它可以自动为学生推荐更多刑法案
例或相关法律条文的讲解，帮助学生加深对该部
分知识的理解。

（二）教学质量的智能化评估
在法学教育体系下，传统的评估方式多以期

末考试、作业和课堂表现为主，这种评价方式虽
然能够反映一定的教学成果，但却无法全面、及
时地评估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教学效果。人工智能
技术的引入使得教学质量的评估变得更加智能化
和精确，能够全方位、动态地监控教学效果，为
教师和学校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

一方面，AI 技术可以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
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中的
困难和问题，帮助教师评估教学的效果。人工智
能能够通过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课堂互动、作

业完成情况、在线学习行为等多维度的数据，生
成详细的学习报告，全面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存在的不足。这些数据不仅有助于教师发现哪些
教学内容存在问题，还可以为教师提供如何调整
教学策略和优化课程设计的参考。另一方面，AI
可以通过在线测试、即时反馈等方式，随时对学
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估。比如，AI 能够在学生完
成一项学习任务后，自动生成考试或测验，评估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对于表现不佳的学
生，AI 能够提供个性化的复习资料和辅导建议，
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难点内容。对于教师而言，
则可以通过分析学生在学习中的时间分配、参与
程度等数据，AI 可以预测学生在未来考试中的表
现，从而提前帮助教师和学生发现潜在的学习困
难和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这种动态、
实时的评估模式能够让教师更好地掌握教学进度
和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而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方
法，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三）建立符合教学需求的法学知识图谱
传统的法学教育往往通过教科书、课堂讲授

等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传统的知识传授方式并
未能够很好地体现法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学
生在学习时容易产生知识碎片化的问题。法学知
识图谱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法学知识进行结构
化、系统化整理和表示的工具，它能够将法学知
识按照学科类别、知识点、案例和法律条文等维
度进行可视化的展示，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理
解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学知识图谱的
建立不仅有助于学生全面理解法律理论的框架，
还能促进法律知识的高效检索和灵活应用。

法学知识图谱可以根据不同的法学学科（如
刑法、民法、商法、国际法等）进行分类，将每
个学科的知识点以节点的形式呈现，通过连线显
示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关系。例如，刑法的知识点
可以通过图谱与民法中的相关规定、案例、法理
进行关联，帮助学生理解法律条文如何在实际中
相互作用和影响。这种系统化的知识结构，使得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有更清晰的认知，避免知
识零散和难以消化。当学生在学习某个法学知识
点时，AI 可以根据该知识点与其他知识点的关系，
自动推荐相关的案例、法律条文和解读文章，帮
助学生深化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的
培养。AI 还可以利用知识图谱的结构化特性，帮
助学生快速定位和检索知识，提升学习效率。

三、人工智能辅助高校法学教学改革中的教
学模式优化策略

（一）智能互动与翻转课堂模式的创新
翻转课堂是近年来教育改革中提倡的一种新

型教学模式，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教师讲解、
学生听讲”的单向知识传递方式，倡导学生自主
学习，课堂时间用于讨论和深化理解，而人工智
能技术的引入为翻转课堂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技术
支持，提升了法学教学的互动性与个性化水平。

在传统的翻转课堂中，学生需要在课外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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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大量理论内容，这通常依赖于教材或课件。
而在 AI 技术的支持下，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可
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理解深度进行实时调
整。AI 系统通过智能学习平台，可以根据学生在
线学习的情况，分析学生的理解程度、知识点掌
握情况、问题回答的准确性等，并及时推送个性
化的学习资料。这不仅帮助学生克服学习过程中
的困惑，还能让每位学生在自己的节奏下完成学
习任务，避免了传统教学模式下因学生差异性而
导致的学习进度不一致的问题。AI 可以在课堂上
通过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让学生进行
即时问题提问或案例分析。AI 系统能够自动分析
学生提出的问题，并提供实时解答，这样不仅能
够提高课堂互动性，还能激发学生对法律知识的
兴趣和思考，AI 可以通过分析学生的提问和讨论
内容，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困境，进
而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调整。

除此之外，AIGC 生成技术的广泛普及，使
得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基于文心一言等 AIGC 智能
化工具进行教学创新，基于 AIGC 构建辅助学习
管理系统，教师能够实时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进
度和参与情况，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困难并给予
指导。

（二）法学实践与案例教学模式的创新
人工智能可以为学生提供虚拟法庭和模拟审

判平台，AI 驱动的虚拟法庭可以模拟真实的法律
场景，让学生在一个沉浸式的环境中进行案件辩
护、审判和判决。例如，AI 可以模拟法官、检察
官、律师等角色，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学
生进行互动。学生在模拟审判过程中不仅能通过
AI 系统分析案件的法律要点，还能练习辩护技巧，
提升其法律实务能力。

案例教学是法学教育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具
体案例的分析，学生可以深入理解法律理论的应
用和实践。AI 技术能够快速分析大量历史案例，
并提取其中的关键因素，帮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
掌握案例的法律逻辑和判决依据。学生在 AI 辅
助的环境下，可以通过分析案例的背景、细节、
判决等信息，进行模拟判决，提升其法律推理能
力和实务操作能力。同时，AI 还可以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的案例推荐，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学习进度，
推送相关领域的案例，使其学习更加深入和具有
针对性。此外，教师通过 AI 系统可以监控学生
在案例分析过程中的表现，实时跟踪学生的学习
进度，并根据学生的表现调整教学内容和形式。
AI 还能够自动生成学生的学习报告，为教师提供
精确的评估依据，帮助教师发现学生在学习中的
薄弱环节，并提供个性化的辅导建议。

（三）加强法学伦理道德教育，构建 AI 技
术下法学应用的基本准则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法学伦
理道德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AI 技术的引
入，要求法学教育在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的
同时，也要重视 AI 技术在法学领域应用中的伦
理问题，确保技术的使用符合社会公正和法律伦

理。
在法学教育中，AI 可以被用于辅助案件分析、

模拟法庭、自动化评估等方面，这些技术手段在
提高教学效率的同时，也带来隐私泄露、算法偏
见、数据不公等问题。因此，在 AI 技术应用的
过程中，必须强化伦理道德教育，让学生意识到
AI 应用中的潜在风险。教师应通过专题讲座、案
例分析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 AI 技术在法律领
域的应用局限性，并培养其对 AI 技术伦理问题
的敏感性，确保技术应用不偏离社会价值和法律
公正的基本原则。

随着 AI 技术在司法领域的深入应用，法律
工作者面临的伦理挑战日益增多。例如，AI 辅助
的判决系统因为算法的不透明性而导致不公平判
决，AI 系统对案件的处理忽略社会和文化背景中
的微妙差异。因此，法学教育应通过课程设置，
使学生不仅理解 AI 技术的工作原理，还能够从
伦理学角度思考如何在实际法律实践中正确使用
AI 技术。学生应被教育成为法律职业中的“伦理
守门员”，学生需要学会如何评估和监督 AI 技
术在法律应用中的道德与法律合规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
下，人工智能辅助高校法学教学改革为法学教育
带来了深远的变革。AI 技术在个性化学习路径的
构建、教学质量的智能化评估和法学知识图谱的
建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个性化学习和实时
反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与深度。智能互动
与翻转课堂模式的创新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自主
学习机会，同时增强了课堂互动性和学生的参与
感。法学实践与案例教学模式的创新，借助虚拟
法庭和案例分析工具，提升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
力与法律推理能力。除此之外，教师需要加强法
学伦理道德教育，确保 AI 技术的应用符合社会
公正与法律伦理，为培养具备技术与伦理双重素
养的法律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人工智能在法学
教学中的应用，不仅优化了教学模式，推动了教
育的个性化和智能化，也为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和伦理素养的提升提供了新的，为法学教育的未
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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