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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目的 

通过这次模拟法庭庭审活动让学生了解法庭审理案件的整个流程和细节，对

我们进行模拟审判训练，在具备理论素养的基础上培养实务操作能力、表达能力、

应变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提高法律思维、权利意识以及公民意识。 

二、课程目标 

1、让学生了解法律，认识权利、义务和责任，形成基本的公民法律素养； 

2、走近法律，走进法庭，让学生接触、理解法律审判的程序与法律正义； 

3、帮助学生获得法律分析、法律写作和法庭辩论的技巧与方法，理解法律

专业术语的特殊含义并正确使用； 

4、帮助不同角色的学生在角色内发展自己的能力，如审判长的组织能力、

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等。 

三、课程学分 

1 分； 

主要根据学生参加模拟法庭的情况给分，具体又涉及到学生的出勤率、参与

度和影响力。其中，参与度结合教师的评估和小组长的评估给出一定分数；影响

力主要看开庭时的个人和团队的表现。 

四、课程学时 

28 学时（一周） 

五、课程内容 

1、模拟法庭背景知识介绍； 



2、模拟法庭的程序（理论部分：主要包括管辖、证据、法庭的审判程序等）； 

3、模拟法庭案例选择与分析； 

4、模拟法庭成员选择、团队组建和角色（职责）分工； 

5、辅导学生利用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资料，收集情报信息和编制证据； 

6、引导学生小组内部讨论等，使之在整个进度的控制范围内； 

7、专门与学生讲解、讨论如何有效的发言与辩论，掌握其中基本的技巧与

方法； 

8、总结整个模拟法庭的开展情况。 

六、课程步骤 

（一）课程申请 

与相关学院领导申请模拟法庭的专用教室，包括其中的多媒体与服装等； 

与相关学院领导申请模拟法庭需要用的课程资料，如实训报告等。 

(二) 前期准备 

作为实训课，学院基本上已经做了合理的安排。主要涉及实训课的时间（周

数，课时数等），指导教师，参加实训的班级以及对相关人员的动员。另外就是

检查模拟法庭教室的情况，以确保在实训时能够正常使用（相关老师要做好器材

的使用、登记与归还等）。 

（三）课程开始 

1、课程介绍：包括教师的介绍、模拟法庭课程的介绍。 



2、确定模拟法庭案例的类型，民事案件，商事案件（尽可能结合专业）。

参演人员自由组队，由参加模拟法庭的班级自己选择确定案例。 

3、确定案例后进行演员的选拔，确定人物性格。 

演员角色根据民商事审判的诉讼参与人初步确定为： 

审判长：1 名 

审判员：2 名 

书记员：2 名 

法警：若干 

以为上审判组，组长由审判长担任。 

原告：1~3 名 

原告诉讼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1~2 名 

证人：若干 

鉴定人：若干 

以上为原告组，组长由小组成员推举。 

被  告：1~2 名 

被告诉讼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1~2 名 

证人：若干 

鉴定人：若干 



以上为被告组，组长由小组成员推举。 

4、召集所有学生开会，布置具体任务。 

（1）交代模拟法庭的流程与进度；各个小组负责的内容等。 

（2）各个小组再将事情分配到组内的成员。 

（3）组建微信群之类的，建立小组和模拟法庭的交流平台。 

5、各小组利用直接和间接的资料，收集情报信息和编制证据；审判组做相

关必要的法律文书，如传票、通知书等； 

6、专门与学生讲解、讨论如何有效的发言与辩论，掌握其中基本的技巧与

方法。 

（四）彩排 

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不断完善表演工作，并对前期工作进行检测，对正式演

出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所准备，为此将进行两次模拟排演： 

第一次排练，重在让各位演员了解具体出场次序，熟悉台词。同时各位演员

要把握其角色所需的性格特征和要求。 

第二次排演，要求：在排演前，证人、被告、受害人要将自己的台词背诵熟

练；各演员对自己的出场先后以及发言内容十分清楚。排演要达到可以使庭审完

整、顺畅地完成。 

（五） 庭审 

1、确定时间和地点，通知相关人员旁听； 

2、主持人介绍本次活动正式开始 



（1）开庭 

由书记员先入庭，宣读法庭纪律。审判长行使告知义务。 

 （2）法庭调查 

经审判长允许，先由原告或其诉讼代理人宣读起诉书，然后由被告对发生的

民事事实进行陈述，审判长应要求各诉讼参与人必须按顺序提供证据以支持本方

的事实陈述。 

（3）法庭辩论 

先由原告或其诉讼代理人发表诉讼意见，提出案件应如何认定和适用的法律

依据。再由被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代理意见。 

（4）当事人最后陈述 

原告和被告做最后陈述。 

（5）评议和宣判 

由审判长宣布休庭，审判庭全体人员退庭，审判庭应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决定对本案的最后判决结果。 

评议的过程中由主持人主持场面，可让同学们自由发问，活跃现场气氛。 

3、点评 

 

六、课程总结 

教师总结，学生写心得体会，完成实训报告。 



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按五级制给出相应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