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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总结归纳近年来我国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经验，展示第二届国家级法学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年会的会议成果，研究探索创新型法学实验教学的改革路径。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
　　实验教学改革本部分收录了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山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中心部分实验教师、实验教
学一线教辅人员撰写的文章，对法学实验教学在高校的开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探索。

　　年会论文集萃本部分辑录了2011年6月召开的“第二届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年会”的优秀
论文成果，涵盖多位国内知名法学实验教学专家的作品。

　　学生项日成果本部分整理收录了中山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中心首届学生创新型法学实验项目的研究
成果，以期为法学实验教学提供学生参与实验教学与研究的最新范本与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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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建广，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教
育部“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刑事诉讼法学”项目负责人，日本创价大学访问教授。
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刑事政策、法治系统工程等方面的教学、研发与推广。

　　代表性著作有《法治系统工程》、《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通论》等。
曾在《法学研究》、《现代法学》、《学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并完成了主持法案起草
和法律软件开发的项目。

　　郭天武，安徽蒙城人，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当代港澳》杂志副主编，兼任广东省法学会诉
讼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已出版《保释制度研究》等专著五部，并在《政法论坛》、《政治与法律》、《中国刑事法杂志》等
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香港基本法实施问题研究”等项目四项，曾获广
东省首届社会科学论文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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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法学院校证据技术实验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西北政法大学构建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
　法学综合实验教学中心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实践与探索研究
　法学实验中心信息化管理平台构建可行性研究
　法学教学综合实训中心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
　论公安大学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设计
　法学实践教学的目标定位与体系构造——以湘潭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中心为例的说明和构想
　法医学在我院本科公安专业实验教学改革中的尝试
　企业法务校内仿真实习教学研究
　公安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特色探索
　刑事技术模块课程实践教学设计研究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新理念和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律实践性教学实验班
项目为例
　法律实务模拟教学系统的分析
　法学实验教学模式的优化配置
　模拟法庭教学理论基础及实训流程探讨
　法学实验教学系统化刍议
　法律谈判课程之我见
三、学生项目成果
　商业标识的知名度证明实验——法律实验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
　商业标识的混淆证明实验——法律实验在我国司法的一个尝试
　法学实验室管理系统研发项目
　侦查程序业务应用系统设计与教学实验
　法学典型案例教学——模拟李庄案件的庭审过程
　XSTR复合扩增体系在产前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诉讼服饰道具观摩馆在法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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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教师着重于传授刑法学的基本精神和法律规则及其理解与运用。
虽然偶尔一些老师会运用其他的一些先进理论或现实案例来充实刑法教学的内容，培养学生全面的思
维方式，但是由于教学课时的限制、教学任务的压力、设备条件的限制和教师本身研究方向的过于细
化和单向度等原因，难以为开发学生思维提供更多的帮助。
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很多教学内容存在着重复的问题，这不仅仅浪费资源，而且打压学生
学习的激情。
而刑法的教学更局限于刑法典规范，无法融汇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原理
，甚至连刑事政策学、犯罪学、侦查学等与刑法紧密相关的学科也没有涉及，使学生无法真正洞悉刑
法规则的形成和犯罪现象的本质。
在教学成果上，则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的情况。
很多毕业生在进入公检法机关之后发现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对案件进行研讨时，往往不能满足工作的需
要，甚至毫无用武之地。
这里不仅存在学校学习静化的知识具有局限性，且自己运用现有资源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和实践能力在大学学习中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进而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
　　（二）主流刑法学教学改革路向的困境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改变上述的一些法学教育的缺陷
，之后又出现了案例教学、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等教学方式。
这些新的教学方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分析能力、理解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教
学效果都有很好的帮助。
但是在刑法学的教学中这些方式都难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由于刑法本身是最严厉的法律，其规制对象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律师的会
见权尚且很难得到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学生要亲身体验案件在司法过程中的发展，真正地接触到案件
当事人以及相关的司法机关就变得相对于其他的学科更加困难。
学生专业能力的薄弱、司法制度的欠缺、教师精力的限制等问题使得在刑法学领域贯彻法律诊所课程
也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刑事诉讼法规则的严格和刑事案件自身的特性以及对当事人的人身影响的巨大，使得参与的学生冒了
巨大的风险。
在中国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学生的安全和利益在此期间也难以获得保障。
由于往往只是面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家属，对案件事实真相单方性和片面性，以及刑事证据的缺
失性和碎片性，使得刑事案件的法律诊所式教育也极易流为一种简单的法律咨询，而无法真正触及刑
法立、改、废的过程，以及刑事司法的程序和博弈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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