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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良苏格拉底质询法进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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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英美法教育的过程中该多大程度借鉴英美法教育的主

流教育方法，即苏格拉底质询法。本文首先回顾苏格拉底质询法诞生的背景和目的，优势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

改善措施，本文认为在我国英美法教育的过程中，应将条文法教学与苏格拉底质询法的优势进行结合。同时在案

件的选取上有别于英美本土法学院的，让学生的教育过程符合教育规律，保护学生的自信心和获得感，另外，本

文认为应将苏格拉底质询法的对抗氛围适度弱化，更符合中国社会文化以和为贵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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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foreign-related law 
professionals, to what extent shall teachers of common law courses at Chinese law schools adopt the Socratic method, the 
dominant pedagogy of US law schools? This essay first traces back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the Socratic method,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teachers should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statutory teaching and 
socratic method. Furthermore, the selection of cases should differ in Chinese law schools as compared to their couterparts in 
US law schools, for the dual purpose of increas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ng students' confidence. Moreover, this 
essay argues for a decrease in antagonism inherent in the Socratic method, to make the method more adaptable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environment emphasizing peace and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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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离不开对英美法体系的掌

握。世界上大多数的商事交易以普通法为准据法。[1]英

美法体系在全球法律体系中至今仍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此实然状态下，学习普通法对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的意义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2]本文主要探讨的一个细

分问题是：在我国普通法的教学中，应该在多大程度上

借鉴和改良普通法主流的教学方法，即“苏格拉底质询

法”（Socratic method），使之更加符合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的目的。本文提出应将条文法教育的条理性与苏

格拉底质询法的探索性相结合，并适度降低该方法下

学生当堂被质询的心理压力，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

果。 

1 苏格拉底质询法介绍 
苏格拉底质询法（Socratic method）主要指的是案

例教学法，学生课前预习案件内容，老师上课随机点名

（Cold Call）若干学生进行课堂问答，问答内容主要包

括案件的事实，法官判案的逻辑及反思。这种方法最大

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行从案例中总结法律的能力，

而不是被动等待老师把法律都总结好再教给学生。同

时，学生也在应答的过程中锻炼临场应变能力和被众

人围观下表达的心理承受能力。学生在回答过程中会

被教师不断追问对于案件的理解，该过程与苏格拉底

启发式提问的方法相似，因此得名。 
苏格拉底质询法的推广人是哈佛法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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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dell 教授。在 Langdell 教授之前，美国法学院的教

育是以讲授式教学为主，教师将总结好的法律原则在

课堂上教授给学生，而学生以聆听和记笔记为主。
[3]Langdell 在 1870 年加入哈佛法学院，在此之前他做

了几年诉讼律师。加入法学院后，Langdell 开始推广此

方法，为了配合案例教学法，他首次出版了一种新型的

教科书《A selection of cases on the law of contracts》主

要是合同法案例集，并取名为 Casebook。他在书的前

言中写道，法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掌握蕴含

在案件中的原则，以达到像一个真正的律师（a true 
lawyer）那样去把原则应用到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实践

中。[4]基于这个目的，他认为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去驱

使学生的头脑自行领悟案件中的规则。而且，对于案件

中的规则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要去反思甚至质疑案

件的判决逻辑。Langdell 并不是很关心学生是否知道了

一个具体的法律原则，而是关注法院为什么做出了这

样的判决，以及思考的过程[5]。 
2 苏格拉底质询法对于我国英美法教育的参考性 
首先明确，本文不讨论苏格拉底质询法对于中国

法教育的参考意义，仅讨论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语

境下，其对于我国英美法教育的参考性问题。 
苏格拉底质询法的理念对于涉外法治人才基于普

通法的争议解决实务技能培养有重要参考意义。如今，

苏格拉底质询法已经成为美国法学院主流的教学方式，

其关注思维过程胜过具体法律的精神，与中国传统智

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谋而合。社会发展变化，

新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如果仅能记忆现有的法律概

念和案例，而不能抽离出更加深层的思考，则无法运用

法律思维的内核去真正解决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苏格拉底质询法对于思维过程的训练很有价值，

这也是 Langdell 方法所强调的应训练学生“像一个真

正的法律人”那样去思考问题。 
除此之外，普通法的案例法特性也尤为适合用苏

格拉底质询法。普通法与大陆法存在诸多不同，但一个

重要的不同在于高级法院的判决本身是法律，在一个

具体案件争议中，案例法的思维内核在于如何从先例

（Precedent）中归纳法律，以及如何将先例的事实和当

下案件事实进行类比。在实践中，对同一个先例基于不

同立场和角度常常发生不同的解读。比如最近的川普

在前总统任期内的刑事指控能否享受总统豁免权就引

用了尼克松案（该案中尼克松被认为在一起民事案件

中可以享受总统豁免权），控方认为尼克松案仅适用于

民事案件，不适用于刑事案件，这就是一种把先例从严

解读的例子。辩方认为，如果刑事案件不能享受豁免权

的话，那么总统的行政权范围将被严重侵蚀，会有一系

列与法律精神相冲突的后果产生，因此虽然尼克松案

不涉及刑事，但并不代表尼克松案的判决就被禁止适

用于刑事案件，这是一种把先例从宽解读的例子。合理

的从严或从宽解读案例并支撑己方观点是普通法下的

重要实务技能，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掌握这种思维有助

于在未来的国际诉讼、仲裁和调解中做到知己知彼。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带有鲜明的大

陆法系特征，鲜有英美法思维的塑造。”[6]也有学者认

为，受制于教学资源的限制，国内法学生很难接触到英

美法内核，容易形成较为单一化的思维。[7]如何培养英

美法思维存在多种方式，苏格拉底质询法并非唯一，但

从其成为目前美国一流法学院近百年的教学实践来看，

这种方法或许对于我国英美法教育也有参考意义，具

体而言，就是让学生在教师的追问下，不断反思和总结

案件中所蕴含的法律。为了让这种追问和思考不止流

于其表面的形式，而是真正要进入思想的内核，本文首

先梳理苏格拉底质询法在实践中的难点，进而提出几

点本土化改良方法供参考。 
3 苏格拉底质询法实践中存在的难点 
案例教学固然有其重要优势，但该方法在实践中

也存在诸多难点，比如 
1）过分关注个案会让学生的学习体验零散化，难

以产生系统认知。学生不知某一法律整体框架，而陷入

到一个个具体案例琐碎纷杂的事实和辩论中，被法官

和各方当事人的观点湮没，即使读过了数十甚至数百

个案件，都不能形成对一个具体法律系统性的认知，这

无疑会让学生进一步产生挫败感。 
2）案例集 Casebook 中的部分案件已经不是现行

的法律，甚至已经被推翻，但是案例集的编者出于描述

历史演变过程的目的，依然将某些案件选入其中。学生

在读案件时并不知道，从而先入为主地获得了关于某

一法律概念的陈旧甚至是错误认知。有些教科书会提

示某案的原则并不是当下的主流法律原则，提醒学生

注意，但实践中学生刚读完一个案例就被告知这个案

例已经过时，难免会产生挫败和浪费时间的负面情绪。 
3）由于大多选入案例教科书的是上诉案件，判决

中实体法经常与程序法交织，比如课程主题本身是合

同法，但某一编入合同法问题被包裹进入低级法院作

出的 summary judgment 是否应该被驳回从而让陪审团

介入事实审查（需确认）。学生本来期待关注的是合同

法某一问题的探讨和结论，但最终法院判决是需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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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重审。这种实体与程序的交织会给初学法律的学生

带来很多困扰，不知该专注于哪个法律概念。 
同时上诉案件另一个问题在于案件自身对于事实

的描述也很简洁，但在法律分析中又会结合低级法院

所审理的事实细节，这进一步加大了学生的理解难度。

而且实践中，大部分案件事实重复性强，法律判决结果

可预测。只有极少数疑难复杂案件会进入上诉程序并

蕴含法律的深层次矛盾。因此，仅关注上诉案件固然利

于理解法理，但会让学生以为上诉案件是多数化常态，

且易于认为法律确定性过弱，总是处在不断辩论中，这

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4）在教师不断追问过程中，容易形成一种教师和

学生对立的立场，并且气氛会较为压抑，学生的压力感

也会较强。Duncan 教授曾经指出，苏格拉底质询法就

像是一种“攻击”[8] 
5）法律英语本身的语言难度。 
诚然，如果能克服如上困难，对学生的阅读和法律

能力无疑是一种高强度训练，笔者认为，这些困难对于

高年级同学或从业者不构成难题，但是对于法律初学

者会构成不小的挑战，而且会让苏格拉底质询法在实

践中的效果打折扣。比如，学生对案件的理解有时会很

浅显，甚至存在大量误读和错读，课堂应答的质量也有

限，于是从课堂实际体验来说，这样的苏格拉底质询法

空有“归纳”和“反思逻辑”的形式，而没有实质性高

质量的“思维”和“内核”。而对于不参与问答的其他

学生而言，会觉得上课听其他同学的低质量发言意义

有限，也会进一步打击同学来课堂上课的积极性。哈佛

法学院的同学反馈，学生根本无法在他们不了解的领

域形成有实质价值的观点，让学生自己在自己完全不

了解的领域去发表观点是荒唐的。[9]前文所提的我国英

美法教育的摸不到英美法思维内核的问题即使是在英

美法学院也会出现，英美法思维的内核问题并不因为

在英美法学院教学就能得到天然解决，而是一个运用

苏格拉底质询法普遍存在的难点。 
4 苏格拉底质询法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的改良

思路 
4.1 将条文法与普通法优势互补 
杨良宜教授指出，将条文法与普通法结合的最佳

实践（Best Practice）是当下的趋势。[10]美国也存在着

将案例法的经典原则法典化趋势（Codification），比如

在传统基础法律领域出现了合同法重述，侵权法重述，

模范刑法典等著作，在一些新兴领域，更是采用直接立

法的方式建立条文法，如证券法的 1933，1934法案等。

或将普通法中长期存在的一些原则进行法典化，比如

商标领域的兰哈姆法案，以及 1970 年著作权法。 
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下，案例法的意义也被事实上

重构了。法典化之前，案例法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法律来

源。但在业已存在条文法的领域，条文法和案例法并重

且相互补充，即条文法总结梳理某一法律的框架和元

素，案例法在具体的细节上提供复杂性探讨。从这个角

度上来说，如果今天还只是强调苏格拉底质询法和案

例教学，这对于法律实务训练而言是不完整的，无异于

忽视历史变化的刻舟求剑。 
因此，将条文法与普通法优势互补有着双重意义。

第一重意义在于学习条文就是在学习法律，既学习法

律概念知识本身也要学习解读条文的常用方法。第二

重意义在于学习条文有利于改良上文提到的苏格拉底

质询法的诸多弊端，具体讨论如下： 
4.1.1 在有条文法的领域，先教条文法帮助学生厘

清基本概念，帮助学生从整体框架上明确概念的内涵

和外延，而后再进行具体案例讨论。在没有条文法的领

域，则用法律重述代替框架介绍。这样可以解决只读案

例法过于零散，缺乏体系的问题；也可以让学生先入为

主的第一印象是现行法律，而非古老过时的案例；同时

也避开了学生一上来就在艰难晦涩的法律英语中总结

抽象法律的难度。 
4.1.2 利用苏格拉底质询法进行案例教学，在过程

中要尊重教育规律，难度上，先易后难；内容上，先熟

悉后陌生；主题上，先事实后法律；先学习，后发表观

点。从而达到循序渐进，既让学生能切实学到知识，又

让学生的满足感不要拖延太久。具体而言，可以先读基

层法院的判决，再读高级法院的判决；先读基层法院判

决的事实经过，再读基层判决分析；先读高级法院的案

例法原则和条文法在基层案例中是如何被总结和解读

的，然后再读基层法院是如何将法律原则适用到事实

中的，然后再读高级法院案件中的讨论以明晰原则是

如何被辩论的。先学习法官是如何从案例法中总结法

理，再去模仿总结的方式，最后才有观点可言。 
4.1.3 在使用苏格拉底质询法进行教学的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客观英语能力和中国社会文化习惯。

首先，中国社会“以和为贵”的社会文化氛围与苏格拉

底质询法的攻击性氛围并不完美协调。其次，学生的客

观英语能力，特别是英语口语表达判决抽象原则的能

力，很可能会导致课堂问答的水平不高，既浪费了时间，

又挫败了学生的自信。因此建议对于低年级的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教师可以采用不特定对象的问答，学生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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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网络书写自己的观点并与课堂共享。对于高年级具

有了一定英文水平，并且适应了法律对抗式文化的同

学，可以采用更接近原版的苏格拉底质询法。 
4.1.4 以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相关法律教学为例，

如何将上述三点进行实践。首先用讲授法介绍 1970 著

作权法的合理使用相关章节 17 U.S.C Sec 107，该条文

法简明扼要的列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需要从 4 个角度

进行考虑，第 1 个是使用的目的与性质。进而可向学

生讲述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即通过赋予作品有限的

垄断从而促进公共文化的繁荣，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

其目的。合理使用也符合这一立法目的。 
待学生明确了合理使用的基本框架后，可以简单

介绍著作权法法典化之前 1841 年的经典判例 Folson v. 
Marsh，Story 大法官提出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不

经过版权人授权而合理使用他人的作品。此案在今天

有关合理使用的案件中依然经常被引用其原则与精神，

但其在法律规则细节于今日参考性已较弱，所以宜略

作介绍。 
对学生而言，第 1 个考量“目的与性质”略显抽

象，因此可采用案例法教学。先挑选基层法院的判决让

学生进行阅读训练，先利用基层法院详尽事实让学生

清晰了解案件经过，然后再读基层法院的判决，这样有

几点好处，第一，可以通过基层案件中看出法官是如何

从最高法院的先例案件中提炼了法律原则。比如先例

Sony，Campbell，Andy Warhol 等，Sony 认为要重点考

虑使用是否为商业性使用。Campbell 认为既要考虑商

业性，但也要从著作权设立合理使用的目的，即扩大社

会文化繁荣的公共利益出发，因此该条件也要考虑是

否构成转换性使用。Andy Warhol 案则强调商业性使用

的具体商业模式是否完全相同，比如本案中均为将摄

影作品给杂志进行授权，所以属于相同商业模式的使

用。学生在阅读时本质上是在跟随法官是提炼法律的

思路，这种跟随他人思路是自己应用苏格拉底质询法

思考的关键。 
读完基层案件后，可再读高级法院的判决，这样可

以看出基层法院解读案例法的依据，学生自然会感觉

到基层法院对于最高院判决的理解是否在理。对于初

级课程，教师再采用改良版的苏格拉底质询法请学生

用英文匿名写出自己的观点，如果是学生已经经过多

年训练，则可以直接采用苏格拉底质询法去请学生发

表自身的观点。 
4.2 专门在案例阅读前教授民事程序法基础内容。 
在读案例前，先介绍一些程序法的基本规则，对于

学生理解案例的实体与程序交叉内容可以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比如民事诉讼程序法的 12b6 规则，summary 
judgment 规则，陪审团和法官审理分工等等。这样可

以解决本文前文所说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交织给初学者

带来的困扰。 
4.3 苏格拉底质询法之于交易律师实务的意义有

待进一步讨论 
随着现代企业规模和复杂度提升，融资和股权交

易比过去增长，交易律师也是法律实务界长期的需求。

兰戴尔本人是诉讼律师出身，苏格拉底质询法也是偏

向培养诉讼律师从案例中归纳法律的技术，此方法自

诞生之日起便倾向培养诉讼律师。但资本市场、合同和

并购业务的实务是否同样适宜用苏格拉底质询法进行

培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最佳的律师实务也是需

要结合诉讼和非诉的经验，因为很多合同只有在诉讼

时才能发现非诉环节真正隐含的问题。此问题有待后

续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英美法教育。本

文试图浅析的问题是，在进行英美法教育的过程中该

多大程度借鉴英美法教育的主流教育方法，即苏格拉

底质询法。本文首先回顾苏格拉底质询法诞生的背景

和目的，进而剖析该方法在实践中业已存在的问题，然

后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并提出在我国英美法教育的

过程中应该将条文法与普通法的优势进行结合，将条

文法结构清晰简洁的特点与普通法案例生动有趣但又

不失深度的复杂讨论相结合，同时在案件的选取上注

重先易后难，先基层案件后上诉案件的顺序，先看到法

律的一般适用，再探讨疑难案件的特殊情形。让学生的

教育过程符合教育规律，保护学生的自信心和获得感，

另外，将苏格拉底质询法的对抗氛围适度弱化，更符合

中国社会文化以和为贵的本土特征，让学生既能通晓

国际规则，掌握涉外法律实务，又不失去中国五千年文

明的优良传统，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涉外法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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