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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创新已成为众多高校教师研究的重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教学

模式单一、课堂互动性不足、学生实践能力欠缺等问题。为此，应践行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力培养并重，

运用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法，法庭观摩法、情景教学、实践教学等方法，完善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体

系，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帮助学生发现和培养他们的兴趣和职业方向，培养更具实务能力和创新精神的

法学专业人才，实现教学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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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any college teachers’ 
research, 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teaching mode, 
insufficient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lack of practical ability in stud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use the 
mixed teaching method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urtroom observation method, situational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etc. to improve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ourse teaching system, highlight the 
student’s main position, help students discover and cultivate their interests and career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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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 mor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legal professionals, and achieve the maximum teaching ef-
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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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刑事诉讼法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双重色彩，只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才能满足人才培养目标。

本课程教学的重点是帮助学生厘清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和相互关系，掌握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理解刑

事诉讼程序运行的基本规律是控制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在传统的授课模式下，教师更像一个教

材宣读者和多媒体的播放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笔者结合教学与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

课程教学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对实践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总结，以期推动刑事诉讼法学教育走向新台阶。 

2. 《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创新的必要性 

(一) 有利于不断更新学科知识 
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新兴的法律问题，传统的教学内容难以涵盖新兴的法学领域，例

如网络犯罪、数据隐私保护、跨境刑事司法合作等。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裁判理由和法律解释对培

养复合型法学专业人才至关重要。对本课程教学来讲，教师要良好接轨社会，选择与实际相符的案例，

通过引入这些案例来培养学生法律综合能力，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1]。同时，刑事诉讼法是一个动态的

体系，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不断修订。今天刚学的知识点，过一段时间可能就被更新换代了。

因此，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不仅要及时更新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密切关注司法实践的新动向，更应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生核心竞争力。 
(二) 有利于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传统的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主要以讲授教材为主，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学生被动接受理论

知识，在教学活动中处于辅助性地位。大部分教师都是按照教材章节一小节一小节进行授课，学生对刑

事诉讼法缺乏系统性认识。而现代教育理念更强调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传统的

教学方法现已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这就要求教师优化课程建设，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满

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偏好。在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混合式教学、法庭观摩法、

情景教学、实践教学等方法，帮助学生发现和培养他们的兴趣和职业方向，培养更具实务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法律从业者，更好地服务社会和法治建设的需要。  
(三)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刑事诉讼法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犯罪活动越来越呈现科技化、复

杂化的趋势，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也应当顺应时代发展，培养新时代具备法律执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但以讲解为主，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难以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以及综合素养。过去只要求学生具备基础理

论知识，“唯分数论”，但现在社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发生了质的转变，对法律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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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既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作支撑，又要具备解决刑事法律实务的能力，运用法律规范来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改革必须应对这一变化，以培养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2]。 

3. 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传统刑事诉讼法教学模式更加重视理论讲授，忽视了实践教学环节，难以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

标。在担任刑事诉讼法课程的教学工作中，笔者通过对学生课堂表现的观察发现了一些在课堂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 教学模式单一 
刑事诉讼法课程内容庞杂枯燥，晦涩难懂。例如，刑事诉讼主体包括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国家

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中国海警局、监狱以及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刑事案件办案流程包括立

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这五个方面。繁杂的教学内容与有限的课时数产生冲突。在刑事诉讼法课程

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采用的是“传递–接受式”的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教师往往会把绝大部分的

时间放在刑事诉讼法基础知识和法条的讲解上，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很难真正理解并应用知识点，很多

时候只能死记硬背，导致学习兴趣不高。当前以基础知识及法条讲解的教学方式已无法满足培养应用型

法律人才的需求[3]。 
(二) 课堂互动性不足 
笔者通过旁听本院优秀教师的课程发现，要想教学评价高，学生认可度高，除了丰富课程内容，备

好课之外，选择更适宜的互动方式也必不可少，要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但是大部分

教师还是遵循着传统的课堂互动模式，进行自问自答。这种互动模式下，通常是老师在唱独角戏，教学

效果一般。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的教师尝试了体验式教学，将学生分成“检察院组”“被告人及辩护律

师组”“法院组”，让学生针对教学内容体验不同角色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这确实能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但是教学耗时较长，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指导和点评，知识难以系统化。 
(三) 学生实践能力欠缺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正如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法官、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奥利弗· 温

德尔· 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4]。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如果只注重理论教学，学生欠缺实操和解决刑事法律问题的能力，无法达到培养实践型、

复合型人才的目的。如果只注重实践教学，学生缺乏理论支撑和系统性认知，实践教学犹如空中楼阁。

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学生既要掌握刑事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又要具备与

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沟通能力，具备审查判断刑事诉讼证据的能力。学生在参加社会法律服务的过程中，

能够深刻领会控、辩、审三方的职责，进一步理解审判中立，控审分离，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为将来在法

律工作岗位上综合运用所学的刑事诉讼法学知识，解决实践问题打下基础。 

4. 完善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的建议 

在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过程中，既要传授理论知识又要培养学生的法律逻辑、批判性思维、沟通技

能、团队协作能力等综合素养。为此，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运用混合式教学、法庭观摩法、情景教

学、实践教学等方法，为社会培养更具实务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法学专业人才。 
(一) 混合式教学法 
按照我校人才培养方案，一学期教学周为 17 周，刑事诉讼法平均每周 3 节课，共 54 课时，教学内

容繁杂，课时有限。讲授刑事诉讼法知识点都很紧张，更别谈开展实践性教学，但是培养目标又对学生

的实践能力提出要求。混合式教学破解了这一教学困境，采用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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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课堂教学效率。线上借助学习通、雨课堂等信息化平台进行课程数据库的建设，教师课前一周在学习

通发布课程相关的视频资料、案例资料以及预习任务，以问题为导向让学生参与讨论。例如，在学习辩

护这一章时，让学生讨论辩护律师享有什么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与非律师辩护人存在什么区别？学生

可以自由发表观点，也可以互相点赞发表评论，点赞率高的同学可以获得相应的课堂积分，教师可以根

据学生的讨论，针对性地安排线下课堂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利

用“雨课堂”平台进行扫码签到，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以法律规则为内容，采用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

课堂练习巩固等方法丰富课程内容，通过点名提问、雨课堂做题等多手段与学生互动，大部分学生在课

堂上注意力都很集中，被提问的学生回答不上时，其他同学会立刻查阅书本知识，避免下一次随机抽选

抽到自己。课后教师可以共享思维导图、重难点解析、课件、网络课程链接等资料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巩

固。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充分利用碎片化

时间预习和复习知识点，既符合当下对手机等电子设备依赖的习惯又符合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还能

享受优质的共享资源，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不仅要备好课，优化课程建设，还要与时俱进学

习使用现代高科技软件，以期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 审判观摩法 
在讲授完刑事诉讼法庭审判程序这一章节的内容后，很多学生还是一知半解。为了让学生近距离感

受法庭，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知识理解与实践应用能力，笔者要求学生课后旁听真实的法庭审判，并做好

记录，旁听结束后回到课堂进行分组讨论。因特殊原因确实无法现场旁听，也需要在中国庭审公开网观

看一场完整的法庭审判。通过旁听庭审，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

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内容及注意事项，了解控辩双方如何举证、质证，了解法

官如何在整个案件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旁听过程中，要求学生及时记录和思考。旁听结束后，将学生按

学号分为 5~6 人一组，在课堂上就旁听感受和疑问点展开讨论，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讨论结束后请小组

代表上台发言。最后教师归纳各组观点，进行针对性点评和总结，并再次回顾课程知识，形成有效闭环，

进一步巩固知识点。这一教学方法实现了教师从主讲人向组织引导者的转变[5]。笔者课后随机询问了部

分同学，他们均表示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相比于传统教学课堂记忆更加深刻，让学生对刑事诉

讼法庭审判程序有了整体性、系统性的认知。 
(三) 情景教学法 
传统的课后作业普遍是围绕课程内容要求学生完成案例分析题或者论述题以此进行知识巩固，但此

种模式存在一定弊端。很多学生将课后作业视为一种负担，敷衍了事，持有“交了就行”的心态，拿到题

目不主动思考，直接上网搜索答案或使用人工智能快速完成“任务”，更有甚者直接拿同学的作业复制

提交，显然这样的作业模式并不能实现《刑事诉讼法》课程预期的教学效果。对此笔者进行了新的尝试，

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要求学生依据《刑事诉讼法》课程内容自主选题确定剧本，自编自导自演，以小组

为单位拍摄短视频，以短剧的形式在课堂上播放，小组成员分别扮演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

被告人、辩护律师、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角色。通过情景模拟，提升学生参与性，训练学生的法律思

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既考验学生的实体法知识，又加深学生对程序法的理解，

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刑事诉讼主体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各小组短视频展示完成后，由其他组的同

学进行评分，小组互评占 60%，教师评分占 40%，最终评选出前三名的小组进行表扬。这种模式的优点

在于学生对其他组同学的拍摄和表演都很好奇，能够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课堂的互

动性。同时，播放提前录制好的视频，既能让每一个学生体验角色，实现情景模拟，又能适应当下短剧

时代背景，高效利用课堂时间。笔者在播放视频作业时观察到，绝大部分学生都比平时进行单一授课时

要认真积极，课堂氛围极为活跃，学生在评价其他组同学视频内容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思考，相比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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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课模式更让人印象深刻。 
(四) 实践教学法 
我校法学院实践教学资源丰富，“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九龙法庭、广州市黄埔区司法局中新广州

知识城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广州市中立法律服务社黄埔区工作站”均设立在校园内。同时，我校还拥有

“社会法律服务中心”，具体包括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普法宣传等 5 个服务社

会模块和 14 支大学生法律志愿者队伍。根据我校人才培养方案，法学本科生应完成社会法律服务共计 32
课时，完成后可获得 2 学分。例如，学生报名社会法律服务中心值班、社区矫正，一次计 2 课时；参与

法治宣传、模拟法庭，一次计 4 课时。报名社会法律服务中心值班的学生，将在老师的带领下为当事人

答疑解惑，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教师通过观察学生的表现，进行针对性指导，学生在解决实务问题的过

程中会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为了更好地解答当事人的法律咨询，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学生更迫切

地想要学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知识，极大提升了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解决法律实务的能力。

此外，学院要求每位学生根据个人爱好参加一支志愿队伍，例如，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参加社区矫正志愿

服务队，本服务队主要是为龙湖司法所、新龙司法所、九佛司法所就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志愿服务，为社

区矫正对象普及法律专业知识，志愿服务的对象是回到社区服刑的罪犯。根据司法所的安排，组织学生

队员参加司法所对矫正对象组织的入矫仪式和结矫仪式，让学生实际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当中，了解和

熟悉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和管理模式，了解矫正对象的真实情况和处境，探究犯罪的真实原因，多方共

同合作，帮助罪犯走出困境，顺利结矫，回归社会。每次活动结束，学生均要写实训报告或心得体会并

由教师进行批阅。 

5. 结语 

《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刑事诉讼

法课程教学过程中，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这就要求教师在优化课程建

设，创新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培养更具实务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

法学专业人才。同时，应当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既要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刑事诉讼法学

知识，理解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制度以及刑事诉讼程序，又要顺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培养学生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拓展学生的法律思维，为学生日后的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为国家法治建设培养

高素质的法治人才，推动刑事诉讼法学教育走向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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