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拟法庭个人总结报告 模拟法庭活动总结
(精选5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
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模拟法庭个人总结报告篇一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模拟法庭活动总结！

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各种校园暴力、抢
劫、偷盗等案件屡见不鲜，为了使青少年朋友充分学习到法
律知识，感受法律的权威，所以设计了模拟法庭，来让学生
通过扮演角色，运用法律知识，增强法律素质，提高法律意
识。

一、活动过程

因为时间有限，让学生利用课下的时间，网上搜索有关模拟
法庭的

模拟法庭个人总结报告篇二

1、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典型案例

我们选择是一个未成年人致人重伤的刑事案件，案情涉及到
间接故意和疏忽大意的过失问题。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多
发性的案件，也是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有一定理论深度或
有争议的案件。基本案情如下：被告是一初中毕业生，刚满
十七周岁，毕业后他的一天，他们十一个同学在某酒店聚餐。
喝了几瓶啤酒后，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转勺子”喝啤



酒。余水不胜酒力，当勺子第四次指向他时，他耍赖不喝，
其他同学不乐意。此时有同学提出，不喝也可以，但是必须
将啤酒倒进他衣服里。他忙起身躲避，同学们纷纷端起啤酒
追赶。他随手拿起果盘中的一根十四厘米长的竹签，边挥舞
边吓唬，“你们别过来啊，别过来，（要是）过来扎着了可
了不得，别过来，我看谁敢过来”，边说边得意的笑，同学
们也都不敢再往前凑。慌乱中，站在最前面的同学耿某军跌
到了，再耿某军扑上来那一瞬间，竹签扎向耿某军胸部，顿
时鲜血直流，同学们乱成一团。耿某军的伤情构成重伤。余
水被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移送人民法院。

2、分派角色，分组讨论

学生拿到材料后，在辅导教师的指导下，共同研究有关案情
的基本情况，了解全部诉讼参与人应进行的活动。至于如何
分析案情、把握事实、适用法律，应主要在分组后由各组学
生自行把握。根据案情我们把学生分为审判组、控诉组、被
告和辩护组等，被害人加入到控诉组。各组人员分组研究、
讨论案情时，教师仅给予必要的辅导提示。这里我们注意不
让所有的讨论均在各组间交流，分组进行指导，在指导时不
涉及具体的处理，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准备诉讼文书

在正式开庭前，要求学生准备好相应的诉讼文书，如起诉书、
公诉词、证据

目录和说明、辩护词、代理词等，有些文书应按法定程序
（如起诉状、答辩状等）传递给对方。一般应要求学生准备
不止一种方案，以便在开庭后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判决书本
应在开庭评议后作出，但考虑到审判组是与其他组一起拿到
材料，再加上为使整个模拟法庭开庭保持紧凑性和完整性，
我们要求审判组成员预先写好草稿，但应要求视具体审判过
程作相应修改，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可选择另行宣判。



二、正式开庭

在正式开庭这一阶段，要求小组成员进入角色，各项活动都
严格按照实际工作的要求开展，让模拟庭审过程尽量接近真
实，造成一种严肃、正规的法庭气氛，使大家进入“实战”
状态。开庭审判的各个阶段的全部工作，都放手由我们自己
完成，老师只旁听，不参与，不干涉，即使开庭时遇到了问
题或遇到了准备阶段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也由自己处理，任
何情况下都不要中断开庭程序。但在开庭过程老师都一再强
调，要特别注意程序的合法性。

三、对这次活动的综合评价

辅导老师自始至终在旁听席上旁听，了解整个模拟审理过程。
同时充分听取了学生对这次活动中的自我感受和评价，并从
学生的自我评价中及时得到来自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的反
馈。

1、大家对模拟案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的理解基本正确

（1）本案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间接故意和疏忽大意的过失。

首先，在认知因素上，余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发危
害结果的发生，当时他拿着竹签只是吓唬他们，同学们也都
停下来没有靠近了，他没有考虑到耿某军会跌倒，如果他知
道事情会发生，那么他肯定不会拿起竹签试图赖酒。

去其次，在意志因素上，余水不但没有放任结果的发生，相
反，还一直试图避免发生任何伤害结果，因为他拿到竹签后，
一直大喊“你们别过来啊，别过来”，实际上就是不希望发
生伤人的后果。

因此，本案中，余水并不是间接故意的伤害，而是疏忽大意
的过失，不应定为故意伤害罪，而应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



（2）重点是如何对被告进行量刑，在适用刑法时，对被告来
说有哪些可疑或应当减轻的量刑情节。

另外，被告是初犯，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相对小，也是量
刑时要考虑的情节。

2、庭审中体现的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了解及其运用程度

在模拟法庭上，组内人员基本上能够正确适用刑法以及刑事
法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在开庭的程序上，审判长宣布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书记员、
公诉人、辩护人的名单，然后询问被告是否申请回避，十分
规范。

3、对今后开展模拟法庭教学的建议

（1）要组织学生充分研究案情，查阅所有与案件有关的法律
规定和司法解释；

（2）预习法律文书的格式和书写要求，在分组讨论时要写好
相关的法律文书；

（4）要和法律实践基地经常保持联系，并使法律实践活动制
度化，并使之不断完善，使模拟法庭教学才能走上良性发展
之路。

四、模拟法庭对实际教学的意义

法学教育不仅是单纯的知识传授和学术培养，而且是一种职
业训练。通过这次模拟法庭的实践活动，我觉得模拟法庭作
为电大实践教学形式而言，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且具有比
较显著的成效：

1、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在模拟法庭的训练过程中，我们必



须像律师那样接手模拟案件。我们作为当事人的律师、检察
官或法官，成为案件的当事人或参与人，因而必须考虑所处
的角色的利益、设身处地地分析案件，全力以赴地争取最佳
结果。此时我们的角色已经不是学生，而是律师或其他法律
工作者，因此也就必须像律师那样工作。这不仅仅是一个角
色的转换问题，而且是地位和视角的转换。它对大家产生的
潜在而深远的影响远远超出传统经院式法学教育模式的作用。

形式。在接触案件时，我们需要首先像律师那样对这些事实
材料进行分析、归纳、筛选和建构，从而形成要向法庭陈述
的事实，并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己方的法律意见。

3、要学会如何在庭前形成法律意见和开庭时进行法庭陈述和
辩论。这种能力不仅依赖于对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而且依
赖于对于各种相关学科和知识的了解和应用，比如对于当事
人、诉讼参与人、以及法官的心理分析，法庭陈述和辩论的
技巧，对于逻辑学熟练运用，对于与案件相关的政治、经济、
社会等领域的了解，等等。因此，模拟法庭的训练能够为参
与者提供一种综合的素质训练。其作用远非其他传统的课程
所能达到。

4、模拟法庭的训练不仅仅局限在法庭上的辩论，而是一种系
统的、全过程的训练。如果运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个法律规
范的运用，我们学到的只是有关诉讼中一个环节甚至是一个
点上的知识和分析能力。而模拟法庭训练一般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必须从提供的零散案件材料入手，经历分析实事情况、
找出有关的法律要点、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形成自己的辩
护或代理意见、书写有关的法律文书、出庭辩护等全部环节。
因此大家能够了解案件进展的全过程，并通过亲身参与，在
一定程度上把握案件的进程和结局。它打破了传统法学课程
设置按部门法为标准所划分的人为藩篱，要求我们同时对实
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综合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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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11月3日，法学院法律协会模拟法庭活动在五号楼六楼
模拟法庭顺利举行。此次活动法律协会主办，并得到了学院
的大力支持。模拟法庭是法学院的专题活动，目的是通过此
次活动丰富学生的法律专业知识，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运用
到实践中去，努力探索,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新疆财经
大学法学专业及法学学子的风采向全校师生展示,同时,对在
校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在本次的模拟法庭中，我们选取了此次模拟法庭活动于10月
初开始筹备，法律协会专门组建了“模拟法参演人员小组”，
并做了详细而具体的分工，总负责人、审判组、表演组、宣
传组、外联组和后勤组各司其职。负责人于10月中旬开始寻
找案例，案例是整个模拟法庭最重要的部分，案例的质量直
接决定了整个活动的进程和效果。案例未确定，其他的工作
就很难开展。因此，寻找和确定合适、恰当的案例成了整个
活动的首要任务。法律协会各个负责人开始与成员合作搜集
案例，经过近一周的努力，我们确定了几个案例作为候选案
例，经过老师和师兄师姐的筛选，十月下旬终于选定。由于
时间紧迫，扮演角色的同学经常利用课余的时间在教室里讨
论案情。案例确定后我们又开始查找视频与资料改写剧本，
这是最考验我们的地方，因为剧本的好与差又将决定活动的
精彩程度。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只能利用周六、周日的时
间商讨剧本，并分工合作，写完了修改，修改后再写，如此
反复直到案情有曲折，合情合理为止。应该说，一本完整的
模拟法庭案例剧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选择案例和写剧本的同时，表演角色的同学也在忙着确定
各部分演员。他们周六、日的时间在空教室进行角色揣摩，
主要从肢体语言，表情，谈吐，气质，声音等部分进行基本
训练。10月下旬开始指导演员进行排练，由于排练涉及的人
数较多，加上大家都有课，因此排练时间和地点的协调和确
定都需花费一番功夫。排练时要让每一位演员对号入座，熟



记台词，投入到剧情中去，言行举止自然得体大方，并且与
其他演员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加上
负责人的言传身教，演员们的表演已达到较好的效果。法律
协会挑选法官，书记员，律师，陪审团等角色的人选，根据
案情的专业度和复杂程度确定演员并安排他们全身心投入到
审判中，排练中我们觉得最困难的是审判人员进入角色比较
困难，言语平铺直叙，没有抑扬顿挫的感觉，肢体语言不够
得体自然大方，让人觉得别扭和尴尬。对此，扮演审判人员
的同学也可谓费尽心思，找来庭审现在的视频及图片集体观
看，学习，讨论，经过多次的观摩、演练，法官，书记员，
检控官和辩护律师的表演在气势，言语，动作，走位等方面
均有了极大的改进和提高。

法律协会宣传部成员则负责宣传此次活动，制作网页（法律
协会微博及微信），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
的同学参与到活动中来；外联部成员则负责邀请观摩同学，
还有文字材料的打印，装订及整理等工作。

活动当晚的流程大概如下：主要负责人大概介绍案例案情，
介绍法律协会成员代表在活动中担任的角色——案情重
演——第一场庭审——中场休庭（提问观众并进行讨
论）——第二场庭审——宣判结果——尾声——负责人点
评——结束。

总的说来，此次模拟法庭活动选择具有社会争议较大的案情，
敢于尝试，敢于突破，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达到了各
成员展示法学专业及法学学子的风采，并对在校大学生进行
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目的。但是，
活动也存在和暴露了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是由于时间紧迫，
案例的选择和剧本的完善不够理想，集中表现在案情过于复
杂，证人过多，辩论的重点不够突出等。另外，本次活动的
宣传做得不够，其他学院的同学参加的人数不是很多，最后
是工作的效率不够高，分配工作不够合理等等。通过总结本
次模拟法庭活动中的得与失，积累经验，以便把下次的模拟



法庭活动搞得更成功。

本次活动把整个12级与13级学生的团结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高了整个年级的积
极性和协作性，也增进了与高年级和低年级的互动。我们相
信，在学院各老师与个学长学姐直接指导下，我们一定能再
接再厉，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把活动搞得更成功！

模拟法庭个人总结报告篇四

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各种校园暴力、抢
劫、偷盗等案件屡见不鲜，为了使青少年朋友充分学习到法
律知识，感受法律的权威，所以设计了模拟法庭，来让学生
通过扮演角色，运用法律知识，增强法律素质，提高法律意
识。

因为时间有限，让学生利用课下的时间，网上搜索有关模拟
法庭的

模拟法庭个人总结报告篇五

“实践出真知。”这是不变的真理。 对于本次我05（5）的
模拟法庭实践活动，从 5月18日接到通知，到6月19日公演完
毕，整整两个月的实践。在这当中，我们经历了寻。搜集自
网络或网友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主要是关于总结,
活动,法庭,模拟,我们,自己,角色,实践,同学,开始,的，希望
大家尊重原创者的知识产权。

“实践出真知。”这是不变的真理。

对于本次我05（5）的模拟法庭实践活动，从 5月18日接到通
知，到6月19日公演完毕，整整两个月的实践。在这当中，我
们经历了寻找案件、活动策划、确定演员及其他分工，编写
剧本及反复修改、多次排练、指导老师亲临指导等等过程，



加上后面的后期制作，大家齐心协力，共同走过。回首这段
历程，有我们洒过的辛勤的汗水、也穿插着我们经历过的一
些小挫折，但更多的是经过实践的磨练而得到的收获。

一、 走过的`路

前面说了，这次模拟法庭包括后期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在期末考快要来临的时候，抱着一颗对知识的渴求之心，开
始着手准备模拟法庭了。经过同学们的积极讨论，我们最终
确定了我们的案件——保险合同诈骗案。之后我们就开始了
整个活动的策划，确定演员和分工，及编写剧本。最辛苦的
是我们长达6次的反复排练，同学们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时间，
不辞辛苦，不论风吹雨打、白天早上，只要时间允许，就随
时准备排练。到公演圆满结束那天，我们才知道，付出的没
有白费。当然，这其中不能忘记指导老师的功劳。

二、 收获及一些不足

付出就有回报，这次模拟法庭我们班的收获如下：

1． 对庭审程序更加地熟悉。在编写剧本的过程中，我们同
学才发现，尽管以前有过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大家的成绩
都还凑和，但实践方面的不足还是让我们对刑庭的程序很陌
生。在编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出现过了一些争吵，大家各
执己见，各不让步。最后还是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才
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之处，最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编写
剧本，以及多次排练过程中，所有的同学都对庭审程序有过
更加深刻的了解。

2． 对法庭中各个角色有了切身体会。尽管学院以前也举办
过模拟法庭活动，但是对于本班的同学来说，大多数都是第
一次参加模拟法庭活动。同学们在确定角色的那一天，就开
始准备自己在法庭上的材料。首先，公诉人和合议庭成员开
始了整体剧本的框架设计。公诉人制作证据，撰写公诉意见；



审判长和审判员们开始准备法庭上的各种提问；辩护人开始
编写辩护词，其中，为了写好辩护词，还仔细研究了案件中
各自委托人的细节，参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一些定罪量
刑的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此外，为了做好法庭辩论环节，
公诉人和辩护人还多次进行交流讨论，相互交换意见，加强
了法庭辩论的锻炼。其他角色也对各自的角色有了理解，通
过这次活动，很多同学喜欢上了自己的角色，也明确了自己
将来要走的路。

3． 一些不足。在这次活动中同样认识到了一些不足，比如
认识到自己平时太过拘泥于课本，缺乏对实践的了解；在法
庭准备当中，过于注意法庭上的事项，对法庭外的程序诸如
审问、侦察等尚缺乏了解；另外，同学们在做自己角色的时
候缺乏在实践中应有的那种对所担任角色的负责精神，大家
只希望把模拟法庭做好，却忽略了角色中应有的职业精神，
比如，辩护人缺乏和自己的委托人交流，被告不积极为自己
辩护等等。这些和现实中的法庭有很大出入，也需要日后改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