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公民》心得体会300字 十二公民
的心得体会(通用5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
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十二公民》心得体会300字篇一

一、引言段（200字）

《十二公民》是一部在我国亲历过改革开放的今天，以陪审
团这一特殊身份为基点，展现了人们在法院审判过程中所面
临的各种矛盾和压力的电影。影片让我们对身为公民的责任
和义务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引发了对法律与正义的思考。
通过观影后的反思和思考，我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二、拒绝附和，要有独立意识（200字）

影片中的陪审团成员各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观点。虽然陪审
员之间存在分歧，但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和辩护被告的
权利。影片用多角度和多喷漆奈的表演，表达了每个公民都
应该具备独立意识，并且在面对压力时坚持自己的立场。作
为一个公民，我们要勇于发表自己的声音，坚守正义，不妄
加评判，不能因为舆论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三、法律教育是重中之重（200字）

影片揭示了大多数陪审员对法律知识的薄弱和对法庭审判程
序的陌生。这种缺乏法律知识的状态容易导致审判结果的不
公正。因此，加强公民的法律教育变得尤为迫切。我们作为
公民，要主动了解法律，知道自己的权益和义务，学会用法



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要积极参与法制宣传，提高整
个社会对法律的认知和尊重。

四、更加关注社会公正与人权（200字）

《十二公民》中展现出的每个陪审员的生活状态和生计的问
题，引发了对社会公正和人权保护的深思。我们应该站在公
民的立场上，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在能力范围
内为弱势群体发声。无论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不能忽略人权的保护，要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益。

五、用心聆听，理解他人（200字）

《十二公民》中，每个陪审员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都有
自己对案件的看法。通过观察他们的互动和辩论，我们获得
了对不同观点和多元文化的理解。作为公民，我们要保持开
放心态，妥善处理不同意见和观点之间的矛盾，理解他人的
情感和需求，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与他人进行对话和交流。

六、结尾段（100字）

《十二公民》通过审判过程中陪审团成员之间的争执和深思，
引发了对公民责任的重视和对法律之上正义的追寻。作为公
民，我们应该拥有独立意识，加强法律教育，关注社会公正
与人权，用心聆听并理解他人。通过这部电影，我们能够更
加深入地思考作为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为社会的公
正与进步做出贡献。

《十二公民》心得体会300字篇二

暑期一所政法大学内，未通过英美法课程期末考试的学生迎
来补考。他们组成模拟西方法庭，分别担任法官、律师、检
察官等角色，审理的正是一桩社会上饱受争议的20岁富二代
弑父案。12位学生家长组成了陪审团。这些人来自社会不同



阶层，有医生、房地产商、保安、教授、保险推销员等。他
们在听取学生法庭审理后，将对本案做出最终判决。这12名
陪审员互不相识，但按照规则，他们必须达成一致，才能结
束审判。第一轮投票，就有11人认定富二代有罪，所有人证
物证都指向这一结果的情形下，这位年轻的嫌疑犯离舆论上
的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所有的线索都被逐一讨论，随着审判
的进行，疑点出现，每个人背后的故事也浮出水面。

不同身份、职业背景和文化层次的人们，对于道义、法理的
理解和判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最终能否找到妥协点，能否形
成统一意见，那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我以为对一切事物的判断和给出结论，都需要建立在
了解、理解和有所遵从及参考的标准上。不能让一个人对不
熟悉、不了解、不理解的问题或事物发表意见，那是不负责
任的态度，是臆断！

陪审员臆断害人，医生臆断害命，老师臆断误人，领导臆断
误事，生意人臆断蚀本。而世上又不存在每一次决断都正确
的人，总有一些偏差和遗憾，十全十美的结局可能只是一种
美好的愿望。

中国人的法律意识相对较低，各级陪审员的水平更是参差不
齐，相去甚远。但法律形式上还规定有他们的参与，其作用
和结果到底怎么样，我等局外人不清楚。期望他们的心态是
端正的，法理是清楚的，判断是公允的，少出现误判或错判
的情况，就是‘吃官司’人们的福音。

另外一个想说的事情是，中国的父子关系，特别是社会观念
变化日益加快以后的父子关系，会变成什么样？除了抚养与
被抚养，还有没有平等的沟通和温情？利益、诱惑、世态、
他人、朋友、工作、老板……等等因素对父亲有什么影响？
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对未来有什么影响？我是有点迷惘了，
感觉许多东西已经变得无法理解，许多事情已经变得无法掌



握，许多感情已经变得无法接受。现实中的许多中老年人与
子女之间已经变得这个社会上最亲近的陌生人，不知这是一
种悲哀、无奈还是无尽。我们可能选择用一种平淡与无所谓
的心态去面对，可能是最明智的结果。

《十二公民》心得体会300字篇三

电影《十二公民》是由李安导演于2003年拍摄完成的一部获
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作品。该片通过讲述一个法庭审判
案件的故事，深入探讨了人性以及法律的复杂性。观看这部
电影，我不仅感受到了剧情的扣人心弦，更深入思考了人性
的本质和法律的意义。接下来，我将从几个方面分享我对这
部电影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剧情与人性

《十二公民》中，12位陪审员需要在一个击毙父亲的嫌疑人
的审判中作出裁决。他们中的大部分认为被告有罪，并且试
图尽快结束审判。但少数几个陪审员从不同角度出发，认为
被告无罪。他们必须经过多次的辩论和思考，寻找证据，理
解目击证人的证言，并最终做出决策。整个过程中，剧情节
奏快，紧张刺激。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寻找证据和判断事
件的真相有着自己的逻辑和执着，这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和
多样性。

第三段：法律与正义

《十二公民》中，法律在众人眼中像一柄双刃剑，既是缔造
和保障社会秩序的基础，又能在错误的指引下摧残民众。在
这个故事中，一名无辜者面临死亡的危险，正义是关键。影
片中，陪审员们对证据和事实开展了精细的讨论并提出了重
要的法律问题。他们必须确保对被告的审判是公正的，而不
仅仅是快速的。电影讲述了如何在法律界和正义之间取得平
衡，并让我们思考法律是如何为人类奠定基础的。



第四段：多样性与包容

《十二公民》讲述了众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了对不同意
见的尊重和包容。整个过程中没有说明哪个陪审员的言论是
最正确的。相反，观众能够看到他们的不同意见和表达方式，
包括那些有经验和无经验的人，文化和背景的分歧，以及个
人理念的差异。这种多样性和包容的精神，在我们的现实生
活中同样重要。我们需要接受和尊重不同的观点和经验，以
推动社会进步。

第五段：结语

《十二公民》给了我很多启示。它在法律、人性和多样性等
方面提供了深入的思考。这部电影也提醒我们认真思考自己
的判断和决策，并向我们展示了团结和合作的力量。通过了
解这些基本原则，我们也许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并在生活
的各个方面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

《十二公民》心得体会300字篇四

之前看了《十二公民》故事简介，虽然没看过原版，也知道
此剧翻拍，在国内要改编得合情合理又不失精髓相当有难度。
影片开篇的设定，简单几句话带过，几个补考的法律系学生
模拟西方法庭，拉来家长亲戚来当陪审员，又在那么破旧的
类似废弃仓库之类的地方进行讨论，这个设定真的不是很容
易让我接受，怎么看怎么觉得诡异。北京的大学条件有那么
差吗，就没个好点的会议室让家长们讨论？然而当这些人从
不经心的应付差事慢慢变成认真讨论后，我也越看越投入，
已经遗忘那个让我不太信服的设定，只关注讨论本身。

听说导演是位有名的戏剧导演，但其掌控影片非常纯熟。全
片的剪辑、节奏把控都极好，每一次冲突和情绪转换都显得
顺其自然毫不突兀，戏剧张力十足。



整场戏几乎全在一个场景中拍摄，像极了一场戏剧，这对演
员的表演是相当大的考验。一个希望多给嫌疑人次机会理性
分析各种信息的检察官；一个擅打哈哈的和事佬；一个和儿
子闹过矛盾非常看重孝道、脾气火爆的出租车司机；一个自
信的房产商；一个蹲过冤狱的前小混混；一个尊重生命态度
平和的医生；一个为了自己生意被硬拉来的学校小商贩；一
个渴望被重视的老头；一个歧视外地人的房东；一个曾经努
力求学积极上进的保安；一个吊儿郎当和稀泥的小市民；再
加上一个不大耐烦的组织者。每个人不同的身份、地位、观
念、思想和经历一层层展现，刻画得深刻又略带幽默，让我
大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深深的感慨。仅仅一张桌子周围，仿佛
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感受到了种种当前的社会现象和意识形
态。而每一位角色刻画是否深刻，全靠表演来展现。这些人
的表演几乎都可圈可点，韩童生、何冰、小商贩、最为突出。
一部戏能出现十余位优秀演员同场飙戏，真的太久没见过了。
有人可能觉得他们的表演太有戏剧感，看不习惯，我却认为
这个影片的设定正需要这种戏剧化的表演才能感受到讨论中
的矛盾和冲突。

上面说的都是影片的优点，再来说说一点美中不足。

一个是在于主持讨论的那个学生，表演功力略显欠缺，我几
乎看不出他是何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从一开始的焦躁、无
奈到后面的认真思考直至改变判断，都表现得不够深刻有力，
没有撑起这个角色。所幸他并没有发表太多言论，只负责维
护秩序，更多时候是一个倾听者；另一个是一些细节上的瑕
疵，比方已提到的开篇设定，还有回避了刀上是否有指纹这
个问题，以及讨论中忽然下雨(下雨鸣雷打闪可以理解为烘托
气氛)后 屋顶为何漏雨这个细节有什么意义我没看懂。

至于很多人说最后给何冰安上那个检察官身份，是为了过审
成为主旋律略画蛇添足了，我倒不这么认为。既然设定是一
次模拟法庭的讨论，但讨论过程中那么的真情实感，作为看
客的我也投入了进去，当然希望这次讨论不是那么毫无意义，



希望能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实际影响。最后的真凶落网字幕作
为一个光明的尾巴也无可厚非，让大家相信尊重生命多给他
人一次机会是值得的。结合我们国内的情况和观众想法做些
适当的调整未尝不可。

抛开那些强调法理、揭示社会面貌的部分，这也是一部相当
好看的商业片，很多特效大片到了文戏就让人昏昏欲睡，而
这部戏可以做到全程无尿点，从头至尾保持让我兴奋，比很
多所谓的大特效大制作剧情空洞表演浮夸的大片要难得的多。
一个好故事一套有深度的表演更值得我去看。

我会抽空找原版来看，我相信原版的立意更深更有意义，但
结合实际情况的翻拍做到这样已属不易，不失为一部好作品。

《十二公民》心得体会300字篇五

在近期刚刚上映的电影《十二公民》中，影片展现了一个非
常独特的法庭审判过程。由十二个陪审团组成的法庭在短短
的两个小时内通过沟通、辩论、观察等多种手段最终作出裁
决。观看完这部电影，我深深感受到了组织和沟通在决策中
的重要性，认识到作为一个社会中的搬砖者，我们也可以起
到决策的重要角色，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责任心。本文
以下将从五个方面谈一谈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决策启示。

第一，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十二位陪审员在法庭上发表观
点时，除了自己的经验和意见，还要考虑到其他人——因为
参与陪审团的十二个人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且他们之间并
无共同认识。观察十二位陪审员的辩论过程，尤其是辩论的
开端，看到参与辩论的各方都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包括那
些不太懂事的人，这个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不敢在“大咖面前发表自己的观点”，基本上是因为我
们不够自信，觉得自己的话不足够有说服力。而在十二个陪
审员中，也有一些人说话语言风格比较偏向于人群外，但是
这并不妨碍他们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懂得发表意见并



不意味着能够客观理性地做出决策，但是不敢发表意见则无
法在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坚持自己的立场。电影中的辩论过程中，每个人都为
了自己的观点坚持到了底，十二位陪审员并没有随着道德难
题起伏，而是在很多时候或许是通过谩骂、争吵、挑起情绪，
争取到了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并不一定需要泰然自若、
沉着冷静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
维护自己的观点，就可以在团队中起到决策的重要角色。

第三，同理心和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是在最后一位陪审员言
出法官家子心时得以体现的，对于一个白人来说，他能够找
到一些自身的经历的体现，并去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最后
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合理解释，但是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
的。然后他表达出了韩裔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遭遇到的难题，
让所有的陪审员摆脱了自己的立场、看到了事情的另一个角
度。从而整个团队更加全面的思考到了问题所在。换位思考
是在团队合作与决策中值得大家去采纳和学习的一种高层次
的思考方式。

第四，理性判断，保持公正的态度。在电影中的十二位陪审
员，本来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件事情，但是，
最后大部分的人都坚信一个真正的法律是需要立足于事情本
身，忽略所有关系，只拿已有证据中的数据去判断是不是罪
犯。没有采纳其他因素或者外部因素。这个过程中，真正的
规则还是非常严谨的，没有侮辱性的话语、没有过多的情感
语言环绕，是合理、清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持决策的
公正性和客观性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也为
团队的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电影中，十二个陪审员必须共
同努力，抱着共同的意愿、努力去分析证据、移除外部因素，
为公共利益做出最正确的决策。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得不
克服种种困难、战胜外部环境的影响，才能够达成共同的建



议，并最终过渡到判决的方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如
此，当我们参与到一个项目中时，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角
色和职能。只有在团队中协同合作，才能够真正实现项目的
最终目标。因此，在寻求团队或者决策中, 团队合作的能力
是非常关键的。

在《十二公民》这部电影中，通过陪审团的辩论案件的方式，
展现出了每一个陪审员在决策中的独特价值，并再次证明了
团队合作和沟通在一项项目或决策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电影的结尾也表明：“ as much as I respect your decision,
I ply disagree with it. ”这句话也直接说明了决策结果并不代
表每个人都已经认同，但是在集体中去做决策、维持决策的
公正，是每个人在社会中有效参与的方式，也是每个人作为
拥有独立思考及表达自我的能力的个体应该要反复思考的问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