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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野下国际法教学改革探析 
张海凤 

（白城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  吉林  白城  137000） 

摘要：“一带一路”从提出发展至今，对国内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因此我国国

际法教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从“一带一路”的视野出发，分析我国国际法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教学

改革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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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加强了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使各国之间

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培养专门的国际法人才应当被重视起

来，国际法教学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当前，国际法的内容有

不断扩张的趋势，现有的国际法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规则数

量不断膨胀，细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国内的国际法教学无法

跟上时代的发展，已经严重与实践脱节，使得国际法专业的

发展止步不前。加快推进国际法教学的改革，有利于推进全

球治理和国际体系的建立，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

事件。 

一、“一带一路”视野下国际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重国内法，轻国际法 

我国开设法律专业的高校虽然很多，但开设国际法专业

的学校却屈指可数，使得国际法专业成为一个极为冷门的专

业，又因为报考人数不多，一些少有的院校将此专业撤销，

国际法专业的地位一落千丈，根本得不到重视，甚至成为了

学生自学、选修的课程，而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民法、刑法、

行政法等的学习。这种做法严重影响到学生学习的系统性，

阻碍学生掌握知识，违反了学生学习的规律，很难培养全能

型的法律人才。在“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行之际，亟需大

批国际法的专业人才，而国内这种轻视国际法的做法，势必

会造成我国成为在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实践的一个短板。 

（二）重理论，轻实践 

国际法教学的重点是案例教学，通过大量的实践案例，

让学生们学会实际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让学生们在这个过程

中感受到国际法的实用性。但是由于国内对国际法的重视程

度不够，课程内容也比较少，使得学生即使有学习理论的机

会，也没有锻炼的机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

理论而不运用则永远无法进步。同时教学中还存在的一个问

题是，教师通常采用灌输式的授课方式，将书本上的知识全

都灌输给学生，不管学生有没有理解，也没有留实际运用的

时间，长期这样，学生只会纸上谈兵，遇到实际的案例也不

会处理。 

（三）课程内容陈旧 

国际法最大的作用应该为处理国际事务服务，因而它的

理论知识应具备很强的时效性，要根据国际形势尤其是“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形势的变化而更新教材内容，有的课本上

的案例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案例已经被分析了很多次，就是

由于案例没有更新而造成学生无法对当前发生的国际热点

事件进行分析，导致国际法专业的发展失去了时效性而停滞

不前。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国际法教材的案例编写很多

离生活太远，导致很多人觉得课程难而不愿学，再加之它偏

向于传统的国际法理论，更会让很多人对国际法望而却步。 

二、“一带一路”视野下国际法教学改革的措施 

（一）加强案例教学 

当前各院校各专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考前划重

点，学生平时不认真学习，指望考前突击复习来应付考试，

考试内容也只有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学生接触不到实际中的

案例，所学知识无处施展。因此需要在日常的教学中加强案

例教学，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例如，在上课之

前，教师可以提前告知学生上课内容，将要分析哪个事例，

让学生自行查阅资料，为分析案例做好充分的准备，并设置

一些问题让学生先行思考，在上课时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

法，然后再由教师总结讲解。这样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问题的能力，发散思维，做到学以致用。指的注意的是，

在此过程中，教师不必拘泥于问题的答案，而要多关注学生

回答问题的过程和他思考问题的思路，尽量多让学生回答，

教师只需适当引导即可。 

（二）引入国外课堂模式 

目前，我国多数开设了法学专业的院校都有模拟法庭。

即在专业课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严格按照法庭的流程和模

式，扮演不同的角色，如被告、原告、法官和有关证人等，

通过实际案例的演绎，学生将日常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

“法庭”上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高学生处理和分

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专业

素质。但是，有的学校的模拟法庭却形同虚设，开展活动的

数量少之又少，甚至在案例的选择上主要靠近民法、刑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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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因此，将国际法引入模拟法庭和日常教学中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这对培养全能型人才

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创新教学模式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分小组学习，

学生自行组成学习小组，集中讨论问题。采用小组学习的模

式可以充分利用优势互补的特点，让学生之间互相帮助，补

齐短板，同时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一方面，学

生在课后不用拘泥于课堂的严肃气氛，可以轻松自在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说出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小组学习可以让

学生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弱势，及时解决不懂的知识点，甚至

同学之间可以随时进行模拟演练，有利于迅速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 

结语 

我国国际法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

在日常教学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之

际，我国应使国内国际法教学早日与国际接轨，培养出一批

批具有专业技能的国际法人才，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这也是我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当。国际法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矛

盾纠纷的最有力的法律武器，也是各国之间开展合作的保

障，加快国际法教学的改革，对完整的国际体系的建立和全

球治理的改革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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