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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教学目的和任务 

法学实验教学是传统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过渡和桥梁，一方面，可以

检验并且深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把握；另一方面，在学生直接、真实进行社会实

习之前，法学实验能提供更多的排练和过渡时间。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1．通过实验教学，加深学生对刑法学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掌握； 

2．通过实验教学，提高学生分析刑事案例、运用刑法条文的实践能力与逻

辑思维； 

3．通过实验教学，训练学生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技巧，缩短学生职业化的

时间。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刑事立法实验系列 

1、预习要求： 
学生熟悉立法实验室中的立法软件的基本操作。 

2、实验目的： 
刑事立法的立、改、废的活动，本质上是行为的犯罪化以及非犯罪化的过程。

结合社会中的热点争议问题，组织学生进行模拟的立法实验，一是可以使学生了

解一项刑事立法的立项、论证等立法过程；二是可以使学生真正理解刑事立法的

根本原因——社会危害性的变异性特征，深刻理解犯罪的这一本质特征。三是可

以让学生们针对社会热点争议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培养学生“小心求证”的谨

慎态度。 



3、实验内容： 
针对刑法立法问题进行立法实验，特别注意组织学生对其中的争议性问题进

行分组辩论。让学生清楚认识到立法项目的可行性和面临的障碍。从而让学生从

传统的理论争议中摆脱出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实验内容可以根据

当前社会热点做实时变更。 

实验子项目一：“刑法是否应当规定见危不救罪”的立法实验（1 学时）； 

实验子项目二：“安乐死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合法化”的立法实验（1 学时）； 

实验子项目三：“中国废除死刑”的立法实验（1 学时）。 

4、实验学时： 
3 学时 

实验项目二：刑事执法实验 

1、预习要求： 
学生熟悉执法实验室中的执法软件的基本操作。 

2、实验目的： 
刑罚的执行，也称为行刑，是定罪与量刑活动的自然延伸，也是实现刑罚目

的的重要途径。通过刑事执法实验，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深入理解我国刑法中的

执行制度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受刑人的改造评估，为完善我

国的执行制度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3、实验内容： 
（1）选择恰当的执行机关，如监狱，让学生进行实际考察，了解司法实践

中改造评估制度的内容（2 学时）。 

（2）结合我国刑法中理论内容，对实践中的改造评估制度进行评价。在执

法实验中，让学生借助实验软件，让学生分组进行充分地讨论与交锋，一方面，

可以建立更科学的受刑人改造评估制度。另一方面，可以为刑法行刑制度的理论

研究提供完善建言（1 学时）。 

4、实验学时： 
3 学时 

实验项目三：新型案件模拟法庭 

1、实验准备： 
选择社会中的恰当的新型刑事案件。比如：许霆案件。 



2、实验目的： 
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是所有犯罪事实的类型化，因此，判断行为事实是否符

合犯罪构成可以说定罪的关键内容。社会实践中大量新型案件的出现，一方面突

破了我们教学中面临的传统案例的细节，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深刻掌握具体犯罪

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契机。因此，通过学生对新型疑难案件进行模拟法庭实验，一

是可以让学生通过活生生的刑法案例，深刻领会相关理论知识；二是可以拓展学

生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在深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同时，也锻炼学生流畅专业的语

言表达和统筹规划的组织协作能力等。 

2、实验内容： 
学生进行角色分配，开展模拟法庭。 

3、实验学时： 
3 学时 

实验项目四：热点案件法律实效评价实验  

1、实验准备： 
学生了解当前社会生活中的热点刑事案件。如许霆案件的基本案情。 

2、实验目的： 
刑罚要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就必须考虑案件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对一个具体刑事案件的判决，如何考察其实际效果并做出恰当的评价，不仅是检

验判决内容的重要途径，更是我们反思刑法理论制度的重要机遇。通过对具体案

件的法律实效评价实验，一方面可以让学生认识到判决活动的各种影响因子；另

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通过法律实效的评价，反思案件定性的价值选择是否妥当。 

2、实验内容： 
在法律实效评价实验室，学生借助法律实效评价软件系统，可以对老师指定

或者选择自助选择的案件判决进行相应的评价。学生书面提供评价报告，由老师

给予相应的成绩。 

3、实验学时： 
3 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