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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视角的高校法学教育认可度调查

王 立 芳

（石家庄铁道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部，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以法学专业本科在校生为考察对象，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调查分析

高校法学教育实施效果及改革方向。调查发现，法学专业本科在校生在专业选择方面存在一

定盲目性，虽然他们对现有法学教育体系基本认同，但是认为在课程设置、教师水平等方面存

在较大提升空间。学生希望通过减少一些不适应现实需要的课程、增加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

课程和邀请成功法律人士进课堂等途径，改变法学教育滞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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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法学专业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国内

唯一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认可的专业教

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 思 公 司，对 近 年

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

显示，法学专 业 五 年 来 一 直 是 红 牌 专 业，２０１２届

法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甚至排名垫底。这一现象

的成因是多元的，但是与高校法学教育有必然关

联。高校法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法学专业学

生对高校法学教育的期望值和诉求，对改革高校

法学教育不可或缺。但是他们的声音长期以来得

不到足够的重视。为了倾听他们的声音，在河北

省石家庄对部分法学专业本科在校生进行了抽样

调查。
调查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 种，一 是

问卷调查法。利用设计的调查问卷，采用分阶段

随机抽样与等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调查样

本，之后将问 卷 通 过 实 地 发 放、电 子 邮 件、ＱＱ传

送等途 径 送 达 调 查 对 象 手 中。共 发 放 问 卷３００
份，收回问卷２３９份，其中有效问卷２１７份。二是

深度访谈法。对３３位参与问卷调查的法学专业

本 科 在 校 生 进 行 了 面 对 面 的 深 度 访 谈，并 通 过

ＱＱ群聊、人人 网、电 话 等 通 讯 工 具，与 部 分 法 学

专业本科在校生进行了访谈。所做访谈基本使用

无结构访谈形式，即事先仅列大纲，在访谈过程中

根据被访者提供的信息及时调整访谈内容，从而

获得开放性的访谈资料，目的在于得到最真实和

被访者最关心的问题的资料。

　　一、法 学 专 业 本 科 在 校 生 对 法 学 专 业

本科教育认可度现状

　　现有法学专业本科教育模式是否合理，身为

受众的法学专业本科在校生具有发言权。为了了

解这一点，从选择法学专业的动因、对课程体系的

认可度、对教师的认可度和现有法学教育模式最

难培养的能力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专业选择

首先设置的问题是有关专业选择的，主 要 希

望了解选择法学专业的决定者及其选择法学专业

的原因。主要设置了３个问题，父或母受教育程

度（选择较高的一方）、选择本专业主要是谁的决

定和选择法学专业的主要原因。结果显示，父或

母受教 育 程 度（选 择 较 高 的 一 方）情 况 为：小 学

１０．７％，初中３４．５％，高中３２．１％，大学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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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笔 者 预 期 基 本 相 符，受 过 高 等 教 育 者 仅 占

２２．７％，大部分家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这就意味

着大部分法学专业本科在校生的家长可能对高校

专业设置、法学专业现状及前景等问题并不太了

解。这个问题的设置主要是考虑到被访者在填报

志愿时仅是一名高中生，对琳琅满目的专业并不

了解，父母考虑到子女尚未经世事，也会参与到志

愿填报中，甚至会代替子女做决定，那么了解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可以了解父母对法学专业的了解程

度。但是出乎意料地是，只有３７．６％的被访者表

示选择法学专业是父母的决定。此外，“其他人帮

助填报”占２１．４％，而４１．３％的被访者表示选择

法学专业是自己做出的选择。进而，对选择法学

专业的原因 的 统 计 发 现，“兴 趣 爱 好”占２１．５％，
“受西方律师社会经济地位高启发、看好本行业发

展前景”占７．１％，“调剂”占２５．０％，“学校名气”
占１２．２％，“根 据 职 业 规 划 选 择 的 结 果”占１９．
４％，“其 它”占１４．８％。可 见，兴 趣 爱 好 占 首 位。
访谈中，有的法学专业本科在校生表示，“起初选

法学，只是由于看ＴＶＢ电视剧，觉得法官律师很

帅。”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是建立在职业规划基

础上的理性选择。

　　（二）对课程体系的认可度

对课 程 体 系 认 可 度 进 行 调 查，结 果 显 示：

９．７％认可度在９０％以 上，５８．１％认 可 度 在７０％
到９０％之间，３２．２％认可度在６０％到７０％之间，
没有人认可 度 在６０％以 下。被 访 者 基 本 认 可 现

有课程 体 系。这 和 下 面 一 项 调 查 数 据 吻 合。在

“你觉得课堂所学知识能否满足社会需要”这个问

题上，既没有人选择“学到的知识完全符合社会发

展需要”，也没有人选择“学到的知识完全不符合

社会发展 需 要，整 套 体 系 存 在 严 重 滞 后 性。”５７．
８％认为“学 到 的 知 识 基 本 符 合 社 会 发 展 需 要”，

４２．２％认为“学到的知识不太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需要加以改进”。

在“你觉得专业教学中最需要改进的地方”问
题中，位居 首 位 的 是“课 程 考 核 方 式 不 合 理”，占

３５．６％；其 次 是“课 堂 上 让 学 生 参 与 不 够”，占

３０．１％；再 次 是“课 程 内 容 陈 旧 或 不 实 用”，占

２２．０％；此外，３．４％选 择“教 师 水 平 低”，其 它 为

８．９％。在访谈中，详细询问了被访者认为需要改

进的原 因。关 于 位 居 首 位 的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不 合

理，不少被访者表示，一纸卷子定成绩，无法真正

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通过瞬间记忆可以通过期

末考试，但是否真正理解并运用很难确定；为了应

付期末考试，课上忙于记课件、抄笔记，占用了思

考的时间；甚至有的被访者表示个别教师以此作

为威胁他们必须上课的手段。有的被访者对改革

办法 提 出 建 议，即 采 取 多 方 面、分 阶 段 考 察 的 方

法，而不是单靠期末考试。关于位居第二位的课

堂上学生参与不够，也有不少被访者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有的被访者说课堂像教师一个人的独幕

剧，教师在讲台上进行个人展示，学生自主性得不

到充 分 发 挥，学 生 无 法 让 自 己 兴 奋 起 来，参 与 其

中，所以难以长时间将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有的

被访者表示，虽然有的教师安排了学生参与环节，
但是无法真正让学生参与其中，最终流于形式，或
者只是教师提问，学生为了应付老师而回答。

　　（三）对教师的认可度

虽然只 有３．４％的 被 访 者 认 为 教 师 水 平 低，
但是希望教师做出改变的呼声却很高，在“关于教

师，你 觉 得 最 需 要 改 进 的 地 方 是 什 么”问 题 中，

３８．９％选择“与学生沟通不够”，３７．９％选择“无法

调动学生学习兴趣”，５．１％选择“教师不够敬业”，

１．７％选 择“缺 乏 指 导 就 业 的 能 力 与 努 力”，其 它

１６．４％。不少被访者认为，教师教学内容滞后、课
件陈旧，课堂所传授的内容不太适应社会的迅猛

发展；有的被访者直接指出，“每年都会有新的东

西，尤其是法条，而老师所用的课件应该跟上变化

而不是陈旧”。

　　（四）现 有 法 学 教 育 模 式 最 难 培 养 的

能力

　　麦可思公司在测量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工作

能力时，根 据 美 国ＳＣＡＮＳ标 准，考 察 了３５项 基

本工作能力。［１］笔者根据法学专业的特点，选择了

其中的１６项工作能力，要求答题者从中选择５种

最需要具备的工作能力和现有法学教育模式最难

培养的能力。
问卷显示，法学专业本科在校生最需 要 具 备

的素质，按票 数 从 高 到 低 依 次 为：科 学 分 析１５２、
有效的口头沟通１３２、判断和决策１０３、谈判技能

１０２、积极 学 习９３、服 务 他 人７０、时 间 管 理４３、说

服他人４３、学 习 方 法４２、理 解 他 人４０、积 极 聆 听

３５、解决 复 杂 问 题３２、疑 难 排 解２７、理 解 性 阅 读

１５、动手能力１２、指导他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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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法学教育模式最难培养的能力从高到低

依次为：有效的口头沟通１４３、谈判技能１２７、解决

复杂问题１０２、科学分析９４、判断和决策８７、动手

能力８０、积极学习７１、时间管理６７、学习方法６０、
疑难排解５６、说 服 他 人４１、指 导 他 人３５、理 解 性

阅读３２、服务他人２９、理解他人２４、积极聆听１３。

二、法 学 专 业 本 科 在 校 生 对 改 革 法 学

教育的建议

为了了解 被 访 者 对 法 学 教 育 改 革 方 向 的 建

议，设置了相关问题。

　　（一）希望减少的课程

问卷显示：３６．３％的被访者选 择 思 想 政 治 理

论课，选 择 英 语 的 占 ３０．７％，公 共 选 修 课 占

２５．８％，ＶＦＰ等计算 机 类 课 程 占２３．１％，高 数 占

１９．７％，体育理论课占９．１％。关于专业课，被访

者答案差别较大，相对普遍地是希望减少部分已

经 落 后 的 传 统 基 础 专 业 课，比 如 法 制 史 （占

１３．４％）。
考虑到这个问题随机性较强，在问卷 中 设 置

了另外一个问题“对你帮助最大的三门课程”，通

过对比，发现好几门被列在需要减少的课程又出

现在了这个题目下。这一看似矛盾的答案其实很

容易理解。从访谈中了解到，有些希望删减的课

程，被访者主要是对授课教师不满意，而非对课程

设置本身的意见，而另外一些被访者从其它角度

反而认同。一个明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问卷显

示，一方面３６．３％的 被 访 者 希 望 减 少，另 一 方 面

却有１２．８％的 被 访 者 选 择 其 为 帮 助 最 大 的 三 门

课程之一。他们之中有的被访者表示，思政课教

师教学生做人之道，处事之理，对自己的全面发展

很重要，胜过某些专业课；作为思想上的指导和铺

垫，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有很大帮助。关于减少英语课，多数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为希望减少通识英语，增加专业英语，
加强英语口语等。

　　（二）希望增加的课程

关于希望增加的课程，被访者集思广益，提出

了各种各样的建议，除了希望增加实践类课程这

一点集中外（高 居６８．２％），其 他 建 议 很 分 散，可

将其分为专业课、公共课和应用技能课三类。在

专业课方面，包括：案例分析课，所占比例最高，为

２３．９％；其次为专业英语１７．５％；法医学１５．９％；
还有国外法学、犯罪学、侦测技术等。也有被访者

表示希望设置一门教授如何当法官律师检察官的

课，对以后从事法律方面职业有直接指导。在公

共课方面，包括：英语口语、音乐鉴赏、国学、传统

文化、文学赏析、文秘、心理学、理科类知识、小语

种、经济类课程等，还有的被访者希望增设讲解社

会现实类课程。在应用技能类课程方面，包括：商
业英语、写作指导、社交礼仪、就业指导课、职业规

划、职业道德、演讲与口才、辩论、自我表达课、服

饰搭配、公关等。

（三）对吸纳成功法律界人士进入专职

教师队伍的态度

为了增强法学专业的实践性，近期社 会 上 有

一个声音，让法官和高校法学教师互换角色。为

了了解法学本科专业在校生的态度，设计了“如果

抽调 成 功 的 法 官 或 律 师，到 校 任 教，你 的 态 度 如

何”问题。结果显示：３６．６％认为“太好 了！非 常

欢迎”，５６．８％“可以尝试，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担

任教师的角色”，只有６．５％“不赞成，毕竟他们没

有受过专门训练，不适合当老师”，没有人选择“无
所谓，没 多 大 意 义”，说 明 大 家 都 很 关 心 这 件 事。
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持完全欢迎态度，访谈中有

被访者表示，“因为他们都是经过了专业的培养和

长期的实践的磨练的，对专业有了不一样的解读

和认识，对学好这门知识会有不一样的见解，实践

与理论的结合，相信效果会很好。”但是多数被访

者在表示赞成的同时，表示出忧虑，“教师的主要

目的是让学生学到知识，虽然成功的律师和法官

可以很好地运用自身专业知识，但在传授方面不

一定擅长。”也有个别被访者把对他们是否具有传

道授业的能力的关注放到了决定性的位置，“他们

具有一定社会经验与司法实践经验，但是不能保

证他们站到讲台上会把一些社会化的主观因素讲

出来，还有职业操守问题。”

　　三、优化法学专业教育的理性思考

调查中反映的情况，虽然只是部分法 学 专 业

本科在校生的看法，但是分析结果对人们认识法

学教育现状，优化法学教育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一）填报志愿不够理性

调查数据显示，法学本科在校生在专 业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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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第一，有的法学专业本科在校生选择 法 学 专

业主要原因是学校名气。这是一个误区。许多高

考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纠结于专业重要还是学校

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专业的选择难度比学校要

难得多。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

趋同性，部分高校的部分专业设置并不合理，没有

考虑社会实际需要。
第二，有２８．５％的人把兴趣爱好作为选择专

业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选择一个专业，就是选

择一生的职业取向，兴趣爱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兴趣爱好决不能

成为选择专业的唯一因素或者主要因素。不是说

不考虑兴趣爱好，而是不能仅仅从感性上看待兴

趣爱好。必须将兴趣爱好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

来，在对市场需求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个人兴趣爱

好，做出理性判断。
第三，与第二点相反，有的人选取专业以就业

为风向标，就业率与薪资水平成为主要考虑，什么

专业热选择什么专业。过于关注就业因素，完全

从就业市场的需求选取专业同样危险。一方面，
就业形势是动态的，入学时与毕业时的就业形势

很可能发生巨大变化；另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正

在调整中，随着生态文明的发展，高污染、高能耗

行业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强，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

集型转变，就业结构也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应该看

到这一发展趋势。
第四，法学专业是来自西方 的 舶 来 品。不 少

学生根据法律工作者在西方社会的社会地位和收

入状况，简单地预测法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更

有甚者，有的法学专业本科在校生从西方和港台

地区的影视剧中获得对法律职业的认识，非理性

的判断带来专业选择的盲目性。
建议在填报志愿环节，相关部门多做些工作，

避免盲目性。可将近些年就业形势、专业就业现

状，特别是就业不太理想的专业情况进行汇总，通
过媒体或者学校告知学生及家长，供其参考。

　　（二）根 据 市 场 变 化，及 时 优 化 课 程

体系

　　第一，关于公共基础课程设置。绝大多数被

访者希望压缩思想政治理论课、英语、高数、计算

机类和体育理论类课程的学时。一个值得注意的

现象是，学生对于英语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一方

面希望减少通识英语课程，引导学生尽快通过英

语四 六 级 考 试，并 且 增 加 专 业 英 语、英 语 口 语 课

程；另一方面，不少人提出希望增加国学、传统文

化类课程。
第二，关于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多数学生认为

课程设置大体合理，但是尚不够完善。主要意见

集中在现有专业课程过于传统、理论性过强和部

分课程滞后方面。他们希望删减部分不适应社会

发展需要的课程，由更符合社会需要的课程取而

代之。
被访者呼声最高的新增课程是案例分析类课

程。而设置案例分析课程具备可操作性。不少高

校法学专职教师具有双师证书，既是教师又是律

师，由具有双师证书的教师开设并讲授案例教学

类课程。案 例 教 学 无 论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还 是 在 中

国，都不是新生事物。案例教 学 于１８７０年，由 美

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教授引入法学教学

中，在中国开始使用则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

早已得到众多院校和教师的青睐。所以完全具备

开设的可能性。案例教学不仅能直接指导学生的

实践能力，而且对于改革学习方法同样意义重大。
运用案例教学改革学习方法，可体现在两点：一是

创设情境，使学生参与到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中，这
在案例教学中是比较容易应用的。学生在讨论的

过程中，主动性和参与性提高了，还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二是采用模拟法庭，通过

让学生扮演案例中的角色，使学生参与到案例中。
学生可以感受到真实的案情，并且加深对审判程

序的熟悉度。
被访者期待专业课程与社会接轨的另外一个

体现是他们对于聘请成功法律人士到高校任教的

态度，绝大多数学生对此持欢迎态度，可见被访者

希望改革课程体系的愿望比较强烈。然而，法官、
检察官和律师进课堂，存在一定风险，不妨定期邀

请他 们 到 高 校 做 讲 座，与 学 生 互 动，并 且 形 成 机

制，确保这项活动的可持续性。
此外，根据学校特色，加强法 学 特 色 教 育，向

优势学科靠拢，在完善课程设置的同时，为法学专

业本科生就业拓展新空间，也应成为改革法学教

育中的一个风向标。
第三，增加应用技能类课程，提升学生应用能

力。超过半数的被访者认为缺乏实践类课程，他

们提出希望增设各种各样的应用技能类课程。法

学专业本科在校生最欠缺的能力，有效的口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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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谈判技能位居前两位，而这两点实际上都是

语言表达能力。被访者希望增加演讲与口才、辩

论等课程。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了现有课程

体系在培 养 法 学 专 业 本 科 在 校 生 这 些 能 力 方 面

不足。

参考文献：

［１］麦可思研究院．２００９年 中 国 大 学 生 就 业 报 告［Ｍ］．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ｐｐｒｏｂａｔ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ＮＧ　Ｌｉ－ｆａ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ｌａｗ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ｌａｗ　ｗｅｒｅ　ｂｌｉｎ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ｆａｃｅｄ　ｍａｊ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ｌａｗ　ｈａｖ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ｙ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ｅｔｃ．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ｈｏｐ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ｆｉｔ　ｔｏ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
ｃｉｅ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ｖｉｔ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
ｔｉｅｓ　ａ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ｇ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ｌａｗ；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ｊ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ｏｒｓｅｃｌｅｃｔｉｏｎ

（上接第６０页）

参考文献：

［１］韩成武．泰山、华 山、衡 山———杜 甫 的 心 态 里 程 碑［Ｊ］．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８８．

［２］韩成武，张东艳．杜甫的文艺思想与实践［Ｊ］．山西师大

学报，２０１３（１）：１１２．
［３］韩 成 武．论 杜 甫 的 乡 土 情 结［Ｊ］．河 北 学 刊，２０１３
（３）：８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ａｎ　Ｃｈｅｎｇｗ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ｕ　Ｆｕ

ＳＵＮ　Ｗｅ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ｏｄｉｎｇ　０７１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Ｈａｎ　Ｃｈｅｎｇｗｕ’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ｕ　Ｆｕ：ｆｉｒｓｔ，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ｕ　Ｆｕ’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ｏｒ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ｅｌ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ｈｉｒｄ，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Ｄｕ　Ｆｕ’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ｏｅ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ａｎ　Ｃｈｅｎｇｗｕ；Ｄｕ　Ｆｕ　ｓｔｕｄｙ；Ｄｕ　Ｆｕ’ｓ　ｐｏｅｍ；ｆｅａｔｕｒｅ

９８　第１期　　　　　　王立芳：基于学生视角的高校法学教育认可度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