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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法学生为何用手语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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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课程思政教育模式
激发年轻人对法治社会的认
识和参与

有人说，法学专业是“难学

大户”，成千上万条法律条文不

能死记硬背，更需要理解法条背

后的原理和精神。但对实验班的

学生们来说，在完成法学专业课

的基础上，还要辅修基础手语和

法律手语，这些增设的课程几乎

都在周末完成。很多学生第一次

接触手语，挑战难度极大。

张伟举例说，手语分为自然

手语和通用手语，自然手语是聋

人群体自然发展起来的一种语

言形式，具有自己独特的语法和

表达方式，不同地区的手语也有

“方言”之分。国家通用手语相当

于手语中的“普通话”，但通常只

有就读过特殊教育学校的人才

会使用。此外，法律手语词汇的

内容也有很多是听障人士不熟

悉的抽象概念。

“可是这些大学生没有一个

人掉队，没有一个人放弃。”张伟

觉得，法律和法条是冰冷的，但

学习法律的人一定要保持温度。

他开始思考，如何将法学专业课

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

度融合，培养年轻人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更有效地发挥法学育人

功能。

实验班的第一堂课，张伟通

常会给学生们布置一项长期任

务：结交几位聋人朋友。

庄婕加入实验班不到 3
年，翻开她的微信通讯录，联系

人列表已有数十位“特殊”的朋

友。这之中有聋人大学生、听障

老年人，还有外来务工的残疾

人等等。

让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学

校后街摆摊的小伙。一次偶然的

机会，实验班的学生发现这位看

起来乐观阳光的小伙竟是位听

障人士，于是经常约着去他的摊

位买小吃，时不时还会充当手语

翻译。前些日子，小伙遇到了办

理营业执照以及食品许可证的

难题，实验班的同学们便自告奋

勇，陪他一起办理。

“如果遇到困难，你可以随

时联系我们。”实验班的每位同

学都曾给自己认识的听障人士

留下这句话。在张伟看来，这是

打开学生“责任感”的第一步。

平时，张伟也经常会问学生

们关于人生价值和职业选择的

问题———“你为什么选择学习法

律”“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至于答案，他希望大家能在

实验班的学习实践中寻找。

为了让学生们更加了解残

疾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实验班

还开设了《残疾人人权保障概

论》《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等课

程，后来又增设了《说服学》。

尽管平时的学习任务并不

轻松，但学生们每天至少要安排

30分钟的手语训练时间。成都市
双流区特殊教育学校的高级教

师高一承担起了实验班的法律

手语教学任务。在他看来，学手

语就像学英语一样，需要不断练

习、重复，“并且做好这份工作，

最重要的是具有平等和尊重的

意识，并拥有大爱精神”。

高一经常会向学生们讲维

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真实案例，

每次总会碰到因此而感动落泪

的学生。他说，学生最初对残疾

人的生活和需求知之甚少，但随

着实验班的引导和教育，大家开

始将这种感动转变为学习行动。

比如，为了熟练掌握手语，有的

学生会主动寻找和听障人士交

流的机会；有的则利用课余时

间，反复练习手语的每一个动

作，力求做到准确无误。

久而久之，这堂开在周末的

手语课竟然来了很多“旁听生”，

他们来自其他专业，却也都围坐

在教室后面，时不时跟着老师用

手比划。这有些出乎张伟的意

料，他说：“也许正是这些年轻人

的热情，才让这门课程变得更加

有意义。”

为无声世界中的人们
带去法律的声音

和其他班级一样，实验班的

学生们也经常组织模拟法庭、法

律援助等实践活动，但大多时

候，他们的活动都是“无声”的。

不久前，实验班联合复旦大

学开展了一次以“校园安全与防

恐防暴”为主题的线上手语普法

活动。来自内蒙古、四川、西藏等

地的 2 万多名健听学生和听障
学生在云端汇聚，共上一堂“无

声”的法治课。

看到那些青涩又稚嫩的脸

庞，实验班的大三学生姜浩然

心里酸酸的。他记得，这堂课上

的很多孩子都会高举双手比划

手语，跟着志愿者学习法律手

语的相关词汇，还能根据志愿

者提出的互动问题，比划出自

己的答案。

那一刻，姜浩然突然感觉

到，即便这些孩子生活在一个没

有声音的世界里，但他们依然以

独特的方式感受着这个世界。

“我们坚持学习手语的意义就是

为这些无声世界中的人们带去

法律的声音”。

这些年，实验班组建起了

“法律有声”学生社团、“手护有

你”志愿服务队，开展手语普法

巡回宣讲活动，也会为听障群体

提供文书写作、法律咨询等专业

法律服务。他们创作的“民法典

有声”“反诈有声”“禁毒有声”系

列手语普法短视频，在短视频平

台播放量超 100万人次。
实验班的社会实践基地设

立在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

局的“红岩无声警务室”。红岩派

出所教导员何巧是“红岩无声警

务”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全国“最

美基层民警”，她在这里见证着

大学生们的成长和蜕变。

何巧记得，有的同学刚来到

这里时还很腼腆，不敢主动和听

障人士进行交流，但一段时间之

后，大家就变得热络起来。为了

有效沟通，遇到手语翻译困难时

还能转变思维模式，通过表情、

肢体动作和情境演绎等手段来

辅助交流。

比如，在科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有关遗嘱的订立和

效力、诉讼时效等法律知识时，

大家分别饰演父母、子女、法官

等角色，用日常的小故事向听障

人士讲解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并规范日常行为。

对姜浩然来说，也正是因为

手语，让原本学习法学的大学生

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大家“变

身”情景剧的编剧、导演、演员，

通过生动形象的情景剧，将复杂

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易于理解的

语言。

在张伟看来，面向听障人士

普法是实验班课程思政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这种互动中，学生

们可以学习到法律知识，理解法

律条文背后的精神和原则，更重

要的是将法律知识应用于实际

生活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在一生之中
一定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加入实验班之前，罗茂月和

实验班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几乎

没怎么接触过残疾人，也从没

想象过这些特殊群体面临着哪

些困难。“起初，大家加入这个

班或许是出于好奇，或许是为

了多学一门技能，但经过四年的

学习和实践，同学们的心态在悄

然改变。”

罗茂月的梦想是成为一名

有正义感的律师。即便将前往新

的学校读研，她也时常会想起与

同学们到社区普法的场景，还有

何巧为社区听障群体排忧解难

的故事。她说：“帮助残障人士学

法守法用法，鼓励他们自尊自信

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份工作的意

义并不只是完成任务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用专业知识去服务

社会，为需要帮助的人带去一些

改变。”

庄婕曾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写下：在一生之中，一定要做一

件有意义的事情。去年，实验班

的 12名学生入选重庆市聋哑人
法律援助手语翻译人才库，庄婕

和姜浩然均入选。对他们来说，

这意味着自己将有更多的机会

为听障人士提供专业的法律援

助，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他们曾帮助路上偶遇的听障

人士调解离婚纠纷，也帮助过遭

遇消费陷阱的听障青年维权。尽

管这算不上是“大案子”，但对庄

婕来说却格外重要，“我们不仅仅

是在解决他们的法律问题，更是

在传递社会的关爱与尊重。”

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和实践，

张伟深刻体会到，打造有“温度”

的课程思政，需要从理论层面加

强对学生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

观的教育，更需要用“生活化”的

方式“打动”学生。

在第一届毕业生离开学校

之前，张伟邀请大家一起吃了一

顿饭。饭桌上，学生们对张伟说：

“老师，你放心，不管我们到哪

里，我们都会努力延续实验班的

梦想。”

那顿饭张伟泣不成声。他在

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这群

会手语的学生，像蒲公英的种

子，飞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有

新的土地，新的朋友，也会有新

的梦想。”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毕业前夕袁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的毕业生罗茂月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作了一次总结院第一次接触听障人士袁用 4年时间熟练掌握了
手语袁参加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 10多次袁参加学校组织的残疾人普法活动 20多次噎噎

作为西南政法大学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渊以下简称野实验班冶冤的第一届毕业生袁罗茂月和班里的 30多名同学显得有些野与众不
同冶遥 这是全国高校首个本科法律手语专业人才培养实验班袁班里培养出的学生既懂法律又懂手语遥

野为听障人士提供专业的法律援助是实验班的育人目标遥冶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张伟是实验班的主要负责人袁他向记者介绍袁由
于听障人士的生理缺陷袁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教育文化水平总体偏低袁很容易受到不法侵害或被利用参与犯罪袁并且普通法律援助律师无法正
常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遥

如何利用专业知识帮助这类特殊群体钥 2020年 11月袁西南政法大学决定成立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袁并外聘野中国手语律师第
一人冶唐帅尧野中国首位聋人律师冶谭婷等担任实验班实务导师遥 如今袁实验班已招收四届学生袁近 160人遥

今年 6月袁实验班首届本科生毕业遥他们之中有人选择继续读研深造袁有人选择做律师袁有人从事法律顾问工作遥在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
记樊伟看来袁实验班以道德品质尧责任意识尧家国情怀的塑造作为人才培养的根基袁其中野卓越冶二字更是体现了学校对这些有情怀尧有温度的
法学生的认可和期待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