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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学专业学生法律素养的培养

———基于“法理学”或“法学概论”的教学思考

屈振辉，颜 龙

(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女性学是最具有女子高校特色的专业，法律是我国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武器。基于女性学专业自身

的学科特点、毕业生今后就业的主要方向及作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等多方面考虑，培养该专业学生的法律常

识、权利意识、法律思维等法律素养非常重要，而开设“法理学”或“法学概论”课程则是其最主要的路径。它作为

女子高校女性学专业的必修课，不同于法学或其他文科类专业的同名课程，具有该专业独特的特点。因此在教学

过程中应根据本专业特点，精心选取教学内容、增强学科知识融通，不断提高教学效果、提高学生法律素养，培养

出合格的女性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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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学专业是为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企事

业单位、民间组织、学校、社区及国际组织培养从

事妇女工作、性别研究与实际推动、性别政策分

析、性别文化传播、女性权益维护及女性教育等

相关工作专门人才的特殊专业，因此该专业的专

业课程主要涉及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

等学科板块。“法理学”或”法学概论”①是其中

法学板块的基础课程，也是其他板块的知识支撑

性课程，是女子高校女性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肩负培养该专业学生法律素质的任务，因此既十

分重要又非常必要。女性学专业在我国高校专

业序列中属新兴专业，在很多方面都要不断进行

教学改革和探索，“法理学”或“法学概论”也是同

样。不论是该课程的教学还是教学改革，都要以

达到人才培养目标且有利于学生今后从事相关

工作为中心。

一、女性学专业学生加强法律素养的意义

女性学专业加强法律素养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首先，这是由该专业的学科属性决定的。

在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中，女性学专业属于法学学科门类社会学类的特

设专业，学生毕业后将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开设

“法理学”或“法学概论”课程，将有助于学生明确

专业学科定位、培养学科思维模式，同时也了解

法律的基本常识。否则学生毕业后在找工作时，

用人单位见其手持法学学士学位，随便问几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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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常识问题他们都答不出，未免有点贻笑大方。

因此女性学专业学生应比其他专业学生掌握更

多的法律常识。其次，这是由该专业的培养目标

决定的。男女平等虽然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在

现实中女性权益常常被侵犯，因此女性维权工作

非常重要。培养女性维权人才就成为了女性学

专业的主要目标。但女性维权靠什么? 主要还

是依靠法律，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寻求法律保

护是妇女最有现代意识的社会举动，法律是妇女

发展中每呼必灵的‘万能法器’。其理由是饱经

苦难、命运坎坷的中国妇女，终于认识到庄严的

国徽照耀下的法律武器才是她们争取解放、摆脱

压迫的护身符，因此，她们将会以极大的热情和

信赖学习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1］

即使该专业学生毕业后不从事女性维权工作而

从事其他工作也都离不开法律。最后，这也是为

该专业其他课程教学服务的。例如“妇女社会工

作”这门课程中就涉及大量法律方面的内容。比

如说应对就业歧视、解决家庭暴力、保障教育权

益等方面，就分别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

《义务教育法》等有关。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妇

女权益保障法》，它是开展妇女社会工作的法律

依据。再比如“中外妇女运动史”这门课程中也

涉及大量法律文献。如果说“法律是凝结的历

史，或者说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在人类社会的转

折点，都可以看到法律的旗帜或标志”［2］，那么在

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的历程中也随处可见“法律

的旗帜或标志”。例如在国内，《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宪法大纲》第 11 条规定: “中华苏维埃正以保

证彻底地实现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

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

得到摆脱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生活。”在国外，美国《宪法》第 19

修正案规定: “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性别而

否认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这是 20 世纪

初美国妇女参政权运动的高潮，也是现代美国妇

女获得选举权的法律依据。在国际上，《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联合国为消除对于妇

女的歧视、争取性别平等而制定的重要国际人权

文书，旨在保障妇女在政治、法律、工作、教育、医

疗 服 务、商 业 活 动 和 家 庭 关 系 等 各 方 面 的

权利……正是这些法律文献勾勒出中外妇女运

动发展的主线。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十八届四

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包括妇女事业

在内的各项事业都将步入法治化的轨道，因此今

后主要从事妇女工作的女性学专业学生的法律

素养培养就更为重要。

二、女性学专业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内容

法律素养是涵盖性较广泛的法律概念。它

具体而言是指人们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通常

包括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法律信仰 3

个层面。其中前者是指知道与法律相关的规定;

中者是指对法律尊崇、敬畏、有守法意识，遇事首

先想到法律，能履行法律的判决; 后者是指个人

内心对于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行为规则

的确信。我们认为，女性学专业学生应具有的法

律素养也包括这些方面。首先是法律常识，即与

每个公民最密切相关也最常用的法律知识，它的

内容比较广泛且范围也不好把握。目前我国已

建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宪

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

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7 个组成部分，

女性学专业学生应掌握上述 7 个部分的法律常

识。其中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 ( 特别是

婚姻法、继承法) 与社会法( 特别是妇女权益保障

法、劳动法) 是教学重点; 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

序法相对次要; 经济法、行政法作一般了解即可。

从这个角度上讲，将课程定名为“法学概论”较为

合适。其次是权利意识。在现代社会中，权利意

识是最为重要的法律意识，它甚至成为法律意识

的代名词。“权利意识是指特定社会的成员对自

我利益和自由的认知、主张和要求，以及对他人

认知、主张和要求的利益和自由的社会评价。”［3］

在女性学专业学生的法律素养培养中，权利意识

的培养也最为重要。《为权利而斗争》②，这既是

德国法学家耶林享誉世界的法学名著的书名，也

是西方女权运动和我国妇女解放运动共同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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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通常而言，权利意识包括权利认知、权利主

张以及权利要求 3 个层面。女性学专业学生对

女性权利不应当仅停留在了解和认知层面( 这是

社会上的每个女性甚至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公

民都应知晓的) ，而应深入到主动确认和维护女

性权利层面，甚至向社会或政府提出女性新的权

利请求层面。后两者正是女性学专业学生毕业

后从事的专业对口工作内容之一。最后是法律

思维。“法律思维在本质上就是运用法律的概念

和方法来思考和看待问题。”［4］我国社会中很多

女性问题实际上都是法律问题，例如性骚扰、家

庭暴力、就业性别歧视、“外嫁女”的选举权和土

地承包经营权被剥夺，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最

终都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因此要培养女性学专

业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法律敏感性，使她们在遇到

这类问题时能首先想到法律，意识到这些问题将

会涉及哪些法律，并且能够运用所学的法律常识

解决其中的简单问题，或者能为其中的复杂问题

指明解决的法律方向。就此而言，如果从普及法

律常识角度上讲，该课程应定名为“法学概论”，

如果从培养权利意识和法律思维角度上讲，该课

程则定名为“法理学”更为合适。

三、“法理学”或“法学概论”教学中的问题

开设“法理学”或“法学概论”课程虽是培养

女性学专业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路径，但在教学

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是教材难选取。其实该

课程无论是定名为“法理学”还是“法学概论”都

不重要，关键在于其内容必须涵盖法的基础理论

和各部门法常识这两部分，但是现有教材很难两

者兼顾。具体而言，现有的“法学概论”教材基本

以介绍各部门法常识为主，有关法的基础理论最

多只有两三章，而且很不深入，更无法满足培养

该专业学生深层次法律素养的需要; 而现有的

“法理学”教材基本以阐述法的基础理论为主，有

关各部门法的介绍最多是在“法律体系”部分中

“昙花一现”，基本上起不到普及相关部门法常识

的作用。且现有的“法理学”教材的使用对象多

为法学专业学生，非法学专业学生对教材内容往

往难以理解，学习起来难度非常大。近年来也有

些介绍与女性权益有关的法律教材出版③，但是

它们也不适合作为本课程的教材，既因为其在法

理的深度和部门法的广度上都不够，还因为其在

整体上带有女性主义的色彩，而本门课程教学要

求在整体上是不该带有这种倾向性的。其次是

对教师的要求高。要讲好女性学专业学生的“法

理学”或“法学概论”课程非常不容易。教师既要

有深厚的法学基础理论功底，又要对各部门法尤

其是与专业相关的部门法非常熟悉。同时还需

要教师对女性学理论和现实中的女性问题比较

了解，能够在教学中自如地运用相关理论和案

例，最好还能在教学中具有“女性主义法学”的视

角，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实际上即使在

女子高校甚至是其中的法律院系，这样具有双重

学术背景和视角的教师也非常少。最后是课程

趣味性不足。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每个公民都

应学习法律，都应了解基本法律常识。但真正学

起法律来，很多人又感到枯燥无味，甚至包括法

学专业学生都有同感，特别是趋近哲学的“法理

学”课程学习起来就更难。“法理学作为理论法

学，其研究具有高度抽象性……学生学习兴趣难

以提高，深感枯燥、乏味”［5］。且“法理学”课程本

身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但女性学专业学生则主要

以女生为主，她们在逻辑性上稍逊于男生，其对

课程内容需要反复消化才能理解，因而学习起来

也非常吃力。这些问题都严重地影响到该课程

的教学效果，也严重地影响到女性学专业学生法

律素养的培养。

四、“法理学”或“法学概论”教学改革

女性学是我国高校中的新兴专业，很多课程

都要不断进行改革探索，“法理学”或“法学概论”

亦然。针对该课程目前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认

为应当从以下 5 个方面对其进行改革、探索和

完善:

第一是合理确定教学内容。授课教师应根

据女性学专业特点，大胆突破现有教材中的体系

局限，合理选择现有教材中的教学内容，甚至还

必须补充相应的教学内容。我们认为，这门课程

教学内容应包括 4 部分，即法学学科门类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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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基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女

性主义法学，其中第二、三部分是该课程教学的

重点。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法学学科门类及其中

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5 个一级学科，使学生明确自己所学专业在法学

学科门类中的位置，弄清该专业与学科门类内其

他专业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帮助学生准确地进

行学科、专业定位。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法的本

体、运行、价值、历史发展及与社会的关系。其中

重点是法的概念、本质、特征与作用，法律关系、

法律行为、法律责任、法律思维，权利与义务，立

法、执法、司法与守法，法的公平、正义、人权价值

等。女性学专业学生在今后的专业对口工作中，

要具备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因此不能只

具备部门法的常识，还必须有一定的法理功底。

而传统的“法学概论”课程，主要以讲述部门法知

识为主，则无法满足上述要求。第三部分主要介

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即

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

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其中重

点是《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宪法》

《民法通则》《继承法》《劳动法》和《刑法》中涉及

女性权益的条款。本部分还应介绍国际法的有

关内容，如国际保护妇女权益公约等。这部分将

有助于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法律常识，满足女性

学专业学生今后从事相关工作的需要，也能为学

习妇女社会工作等专业课程打下基础。传统的

“法理学”课程，主要以讲述法的基本理论为主，

也无法满足上述的要求。就此而言，这门课程应

当是“法理学”和“法学概论”两门课程的结合。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女性主义法学，这是该课程的

特色所在。“作为西方后现代法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女性主义法学主要从理论上探讨女性受压迫

是如何表现在法律领域内，法律如何维护男性对

女性的统治、压迫和歧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

是什么，法律在促进两性平等中的价值应当如何

体现等内容。”［6］它实际上是西方女权主义思潮

在法学领域中的反映，也是影响很多涉及女性的

法律发生变革的主要原因，对于女性学专业学生

而言也非常重要。鉴于目前还没有涵盖这 4 部

分内容的“法理学”或“法学概论”教材，建议设有

女性学专业的高校按这个体例联合编著出版一

本新的教材以满足教学需要。

第二是运用女性案例教学。实践性是法学

专业教学的重要特征，而案例教学则是法学专业

的重要教学方法。“法学实践性教学的内容广

泛，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 不过，案例

教学在其中始终居于某种关键地位。”［7］案例教

学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于法理和部门法知识的理

解，还可起到引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能力的作

用，且有利于学生今后从事具体实务工作。我们

认为，教师在为女性学专业学生讲授“法理学”或

“法学概论”课程时，不仅要多使用案例教学，而

且还要更多使用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案例教学，最

好是女性维权方面的案例。这既有利于突出本

课程作为女性学专业基础课程的特色，也有利于

学生加深对与案例对应理论部分的认识和理解，

更有利于学生今后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使用女性维权案例开展教学，更有利于促进该专

业学生的权利意识增长，使其在认识到现实社会

生活中女性维权不易的同时，掌握女性维权的理

论依据与实践技巧，以满足其今后从事女性维权

工作的需要。例如，在我国某些农村地区屡屡发

生“外嫁女”选举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其娘家

所在地村委会剥夺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作为

《宪法》一章中选举权平等原则和《民法》一章中

财产权益保护等教学内容的案例。全国很多地

方法院及妇联组织都发布了一些妇女维权的典

型案例，其中涉及《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

《继承法》《劳动法》《刑法》等多个方面，这些案

例应充分地运用到女性学专业的“法理学”或“法

学概论”教学中。在教学中最好使用新闻片段等

视频形式的案例，这样的视频案例既生动形象、

为人所喜闻乐见，又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能

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但它们并不是为

教学专门制作的，因而也存在着主题不够鲜明、

说理不够充分等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

帮助学生凝练和总结，而不是在理论讲完后把视

·25·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 年第 4 期



频一放了事，敷衍了事不利于提高本课程教学

效果。

第三是巧妙采用电影教学。提高女性学专

业学生的法律素养，仅靠“法理学”或“法学概论”

课程的课堂教学还不够，还必须辅之以其他教学

方式，仅前者就会“孤掌难鸣”，不仅学生兴趣难

以调动，而且教学效果也难巩固，笔者在实际教

学中深感于此。因此为向所在院校的其他专业

学生普及法律常识，我们开设了全校性的公共选

修课“电影中的法律世界”，并撰写了相应教材④，

鼓励女性学专业学生积极地选修。法律电影是

法治的现实反映，也是法治的艺术再现与升华，

是法治与艺术最完美的结合。而通过观看影片

使学生了解法律常识，既增添了普法教育的趣味

性，又能深化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更为重要的

是，它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法律在生活中的无所不

在。谈到学习法律，很多人都觉得枯燥无味，而

观看起电影，很多人都感到津津有味。在法律电

影的赏析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和电影场景的

变换，将其中的法律问题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在潜移默化中普及有关法律知识，这是一种很好

的普法方法，它甚至成为美国很多大学法学院开

展法学专业教学的方法。特别是一些女性主义

题材的法律电影，更是进行女性学专业“法理学”

或“法学概论”课程课外教学的好素材，充分运用

它们可以显著提升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在法律

题材影视作品中，女性常常具有很重要的角色，

其中也折射出女性与法律的种种关系［8］。我们

在课外组织学生观看了《律政俏佳人》《永不妥

协》《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并召开影评会进行讨

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是加强学科知识融通。即让女性学专

业的学生将法学知识与其他课程所学知识联系

起来融为一体，使学生自己成为知识的有机载

体。其实所谓学科划分是人们主观思维设计的

产物，进行这种划分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

为了方便、快速地理解和掌握知识。一个人所具

有的知识体系常常是“跨学科”的，其各种观念也

不会仅仅源于某一类知识。这一点在女性学这

种融合多种学科知识的专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与其他领域不同，女性 /性别研究具有明显的多

学科性和跨学科性，其研究对象 ( 女性和性别关

系) 几乎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9］。

因此在女性学专业学生的“法理学”或“法学概

论”课程教学中，还必须与其他专业课程的知识

相联系。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与“妇女社会工

作”课程，《宪法》及行政法与“性别与公共政策”

课程，等等。将法学知识与其他课程知识联系起

来，将法律素养的培养渗透到女性学专业学生的

整个知识体系中，这样效果将会更佳。

第五是教师学科视角培养。女性学专业学

生学科视角的培养固然重要，但是该专业教师学

科视角的培养更加重要。如前所述，女性学专业

的“法理学”或“法学概论”课程性质决定了其任

课教师多为法学学科专业背景，但是他们对女性

学理论和现实中的女性问题大都不太了解，因此

也给该课程教学带来了很多问题。而解决这个

问题其实也有很多的途径。除对该课程任课教

师进行女性学知识方面的专门培训外，“教学相

长”也非常重要。即让讲授女性学专业“法理学”

或“法学概论”的教师，聆听女性学专业教师讲授

“女性学导论”等专业课程或“女性学”公共课程，

了解女性学的理论框架及其基本内容，以此培养

他们女性学的学科视角。

五、结语

基于女性学专业自身的特性，法律素养应成

为该专业学生具有的基本素养，而开设相关课程

则是加强其这方面素养的主要途径。我们应当

不断进行课内教学改革和探索，同时辅之以课外

活动，以增强教学效果，使该课程在整个女性学

专业课程体系和该专业学生知识体系培养中发

挥重要作用。

注释:

① 女性学是我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专业，目

前我国普通高校中仅有中华女子学院和湖南女子学

院设有该专业。中华女子学院的女性学专业开设

“法学概论”，而湖南女子学院的女性学专业开设“法

理学”。两者略有不同，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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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德］鲁道夫·冯·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郑

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

③ 参见王琪的《女性与法》，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张雅维、于晓丽的《女性与法律》，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李秀华的《性别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12 年版; 刘明辉的《社会性别与法律》，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④ 参见屈振辉的《影中觅法———寻找电影中的法律世

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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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egal Qualit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Women’s Studies:
Ｒeflection on the Teaching of“Jurisprudence”or“Introduction to Law”

QU Zhen-hui，YAN Long
( Hunan Women’s College，Changsha 410004，China)

Abstract: Women’s Studies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major of professional women’s colleges． Law is the weapon
for Chinese women to fight for their liberty．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s Studies，future job
opportunities after graduation，and its role as the base course of other majors，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oster the
students’legal knowledge，right awareness，legal thinking，and other legal attainments． Opening the courses of
“Jurisprudence”or“Introduction to Law”is a major way to foster those attainments． As a mandatory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ed in Women’s Study，unlike law major or other liberal arts majors，it has its unique char-
acteristics． Therefore，in the teaching process，we should consider such characteristics and carefully select the
teaching contents，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and constantly improve teaching results，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legal attainments，and cultivate qualified talents in women’s studies．
Key words: women’s studies; legal quality of students; cultivation; Jurisprudence; Introduction to Law; teach-
ing refel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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