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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编    写】 资 琳                       【审    核】张德淼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                    【课程学时】68 

【开课学期】 第 1 学期                    【实验学时】4 

【授课专业】 法学专业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法理学是研究法和各种法现象的最一般、最普遍适用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规律、

方法等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对法学其他各分支学科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在整个法学

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课程，其整体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使学生掌握和

运用法的基本理论知识。这些能力的培养既需要进行大量理论知识的学习，但也需要一些实

验教学来辅助进行，因此实验教学是法理学课程的重要构成部分。 

法理学的实验教学通过 组织学生参与展示、综合性实验等项目，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

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训练其自主研究法律问题的能力，巩固所学理论知识，加深其对法

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的理解，掌握从事司法实务活动的基本技能，并运用法

理学的相关知识处理日常生活、工作中出现的实际法律问题。同时，通过实践教学活动，拓

宽学生的知识领域，锻炼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1. 了解法学有关应用软件的使用。如立法软件、法律实效评价软件的使用。 

2. 了解立法的整个过程，掌握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基本格式和流程。 

3. 通过疑难案例的审判和法律适用，掌握法律适用的过程和方法，理解法学理论对于解决

疑难案件的作用，体会到法理学学习与部门法学习在现实案件处理中的关系，掌握运用

法律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了解法律实效评价的一系列指标，掌握评价法律活动和法律文件的基本方法。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实验软件应用  

1．预习要求： 

阅读相关软件的背景资料、文字介绍、帮助系统等相关内容。 
2．实验目的：  

（1）了解立法软件的使用。 明白不同角色选择的区别、不同效力级别的法律文件制定

的模块差异。 
（2）了解诉讼软件的使用。 
（3）了解法律实效评价软件的使用。 

3．实验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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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通过输入素材，选择立法过程中不同角色、选择不同效力级别的法律文件的

制定，来展示立法软件的具体使用方法。要求学生掌握立法软件的使用，明白不同角色

选择的区别、不同效力级别的法律文件制定的模块差异。 
（2）教师通过引用一个具体案例，来展示诉讼软件的使用。要求学生掌握诉讼软件的

使用，大致了解诉讼的整个流程，着重了解审判活动的模拟实验步骤如何使用。 
（3）教师通过评价一份法律文件或一项法律活动，展示法律实效评价软件的使用。要

求学生掌握法律实效评价软件的使用。 
4． 实验时间：1 学时 

 
实验项目二：立法过程模拟 

1．预习要求： 
了解《立法法》，熟知相关法律文件产生的背景，通过课下或网络讨论，分别确定好预备

立法的事项、立法过程中不同角色的分工。学生们根据自己不同的角色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2．实验目的： 
（1）了解立法程序的整个流程。 

（2）掌握审查法案的知识和规范、学会法律人初步的沟通技术； 

（3）了解不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格式和范本。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由事先确定的法案提出人提出法案。要求学生掌握法案的制定方式、不同法案的

格式和规范、法案的提出方式。 
（2）组织对法案的初审，确定法案是否进入立法机关的会议议程。要求学生们掌握对

法案的审理知识、方法，以及表达自己意见的技巧和技术。 
（3）组织对法案的正式审议。这一阶段只有确定法案进入正式会议议程后才能进行。

此审议阶段根据审议情形具体可分为一审、二审、三审。要求学生们学会就法案发表法律意

见、学会沟通技术、学会宏观思考的方法。要求学生们能就审议结果做出实验报告。 
（4）组织对法案进行表决。要求学生们明晰哪些人具有表决权，对法案进行最后表决。 
（5）对通过的法律进行公布。 

4．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项目三：疑难案件审判 

1．预习要求： 
阅读审判方法、法律适用方法等方面的背景资料，了解法庭开庭中的审判情形，让学生

们通过讨论事先确定或想象一个疑难案例，并且确定在开庭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如原告、原

告律师、法官、陪审员等角色。 
2．实验目的： 

（1）了解法律适用的过程和方法，特别是疑难案件中的法律如何适用。 

（2）理解法学理论对于解决疑难案件的作用，体会到法理学学习与部门法学习在现实

案件处理中的关系。 

（3）掌握运用法律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学会深度沟通、法律辩论的方法和技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每个小组的各个代理方准备本方的发言方案，猜测对方的论点并准备反驳方法。

要求学生们在此过程中学会寻找疑难案件的适用法律，明晰在疑难案件中，仅有具体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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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法学理论来对找法。 
（2）开庭，原被告代理组针对每个焦点问题进行辩论，法官就相关问题提问，双方回

答问题。主要就具体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没有规定的问题进行辩。要求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围

绕案件适用的核心问题进行讨论运用理论解决解释法律问题的能力，学会法律辩论的技巧和

方法。 
（3）原被告代理组关于该问题进行辩论总结； 
（4）法官对案件作出判决。通过法官对疑难案件进行审判，让学生们体会到法学理论

对案件审理的作用，体会到法律规范之外的因素对案件判决的作用、体会到法官的个人正义

和良知在案件审判中的作用。 
4．实验学时：1 学时 
 

实验项目四：法律实效评价 

1．预习要求： 
掌握评价法律实效的基本知识、阅读相关资料和理论。 
2．实验目的： 

（1）了解法律实效评价的一系列指标。 

（2）掌握评价法律活动和法律文件的基本方法。 

（3）掌握法律实效评价的总结报告的制作。 

（4）了解法律实效评价对法律活动的作用。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让学生根据法律实效的相关理论商量讨论确定法律实效评价的一系列指标或者标

准。要求学生们学会运用法学的相关理论来确定具体的标准，并且学会说明理由。 
（2）、组织学生们对一项法律文件进行实效评价。首先让学生们选择不同的角色，然后

再进行评价。要求学生们在评价的过程中，要充分进入角色，根据角色们的不同偏好来进行

评价，从而知晓法律实效评价是一种带有主观偏好的产物。 
（3）、组织学生们对一项法律活动进行实效评价。同样让学生们选择不同的角色进行评

价。原被告代理组关于该问题进行辩论总结； 
（4）、让学生们对法律文件或法律活动的实效评价，做出总结报告。要求学生们在总结

过程中，要保持中立的态度，尽量把各方意见都纳入其中。 
4．实验学时：1 学时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要求 类型
主要 

设备 
实验室 

1 实验软件使用 1 必做 基础 计算机、网络  

2 立法过程模拟 1 必做 综合 计算机、网络 
立法实验

室 

3 疑难案件审判 1 必做 创新 计算机、网络 
诉讼实验

室 

4 法律实效评价 1 必做 综合 计算机、网络 

法律实效

评价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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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作为学生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单独考核并记成绩。教师依照实验中的表现和提供

的实验报告，给每个学生评分。该成绩占课程期末总成绩的 2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1）舒国滢：《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参考书 
（1）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 
（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3）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七、说明 

   实验过程所使用的典型案例、素材根据需要进行变化。学生所讨论的案例和素材没有固

定要求，可以选择民事、商事、刑事、行政、知识产权、海商或国际法任何领域，并根据学

生意见进行确定，教师可以提供参考。因此根据不同的素材和案例类型，以上的二、三、四

实验项目又可以具体划分为以下实验项目。 
1. 宪法制定实验项目 
2. 法律制定实验项目 
3. 行政法规制定实验项目 
4. 行政规章制定实验项目 
5. 地方性法规制定实验项目、 
6. 自治法规制定实验项目 
7. 国际法制定实验项目 
8. 民事疑难案件审判实验项目 
9. 刑事疑难案件审判实验项目 
10. 行政疑难案件审判实验项目 
11. 违宪疑难案件审判实验项目 
12. 立法活动实效评价实验项目 
13. 执法活动实效评价实验项目 
14. 非诉活动实效评价实验项目 
15. 诉讼活动实效评价实验项目 
16. 法律文件实效评价实验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