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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庭在高校劳动教育中的跨专业应用探索
刘　宁　刘　乾

( 保定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劳动法律规范教育在高校劳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将法学专业常用的模拟法庭形式跨

专业应用于劳动教育之中是一种新的尝试，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升其实践应用能力。在适用过程中

应遵循实用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广泛参与原则。此类教育的开展可以通过劳动法规模拟法庭案例库的建立、

庭前培训与庭审组织、活动公开展示等环节循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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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劳动教育应当紧密结合生活实际与工

作实际且应注重实效这一点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基

于此，各级各类高校在劳动教育中普遍融入了劳动法

律法规普及以及劳动权益保障等教育内容，但这些方

面的内容占比不大，且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传统，就

如何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方面的研究成果并

不多。因此，高校应积极探索更加具有特色的劳动法

律法规普及与劳动权益保障教育方式，力争在劳动教

育中创新机制、激发兴趣、提高实效。

1 模拟法庭应用于高校劳动教育的作用和意义

模拟法庭是法学专业广泛采用的教学手段之一，

通过案情分析、角色划分、文书准备、开庭等环节模

拟诉讼过程。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习方式，它打破了

传统理论知识的传授模式，让学生亲身参与到诉讼过

程中，非常利于理论付诸实践能力的培养。实际上，

此种方式并非只适用于法学专业，而是一种可以普遍

在各专业开展的教学活动，甚至基于其本身强烈情境

感所带来的感知冲击力而更容易成为广受欢迎的实践

教学方式。高校学生在专业教师指导下，通过合理的

设计和学习铺垫，完全可以完成模拟法庭的活动目标，

这个过程会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大幅提升。将模

拟法庭这样一种实践性、应用性、参与性、生动性强

的教学手段在不同类型的专业中加以适用，不但可以

提升劳动法律规范教育和普及的效果，而且有利于在

广大学生中进行法治理念的渗透。

劳动法律法规以及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本身具有很

强的应用性，无论是涉及劳动合同还是涉及劳动者权

益，以及出现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等都便于设计模拟

法庭案例。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案例中学习和理解法

律规范，而且是通过角色扮演或临场观摩进行理解，

往往会在激发兴趣的同时有更加深刻的收获。

2 高校劳动教育中适用模拟法庭的实施原则

首先，在高校劳动教育中适用模拟法庭方式应遵

实用性原则，即案例的选择以学生未来职场生涯可能

会较多面临的问题以及目前社会生活中劳动领域的热

点问题为主，以实用性提升学生学习和参与的兴趣，

也以实用性提升劳动教育的意义。另一方面，在组织

活动过程中也可以渗透更多实操层面的规则或者技巧，

例如讲庭审举证质证的方法时可以引入“偷拍偷录证

据”的可采性，给学生更贴近现实的指导。

其次，在高校劳动教育中适用模拟法庭形式必须

将实践性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实践性强调的是引导、

鼓励、帮助学生亲力亲为地参与，无论是对法庭审理

流程的参与还是对相关法律规范的自学，甚至举证、

质证方法和法律文书写作等都必须是在自学了解的基

础上切实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亲自完成。模拟法庭活动

绝不是预设脚本的表演，也不是完美活动的展示，而

是学生通过全程的参与进行学习和实践的真实过程，

这其中必然有疏漏有错误有难以弥补的遗憾，但这也

恰恰也是收获和该活动的意义之一。

再次，广泛参与性也应当作为高校劳动教育中适

用模拟法庭的原则，即打破专业限制，不考虑参与者

是法学或非法学，鼓励文科、理科、工科、艺术类等

各种专业的同学参与其中。这种跨专业的参与完全可

以通过充分的培训准备工作而实现，同时也无形中促

进了不同专业的交流与合作，在普及劳动法律规范的

同时，也锻炼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拓展劳动教育的

受益面。

3 高校劳动教育中适用模拟法庭的方法

3.1 模拟法庭案例库的建立

结合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甄选适宜在高校开

展的劳动法律规范教育的范围。同时，收集近年劳动

争议案件中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的实例。结合上述范

围，筛选并加工设计出适合进行校内模拟法庭活动的

案例。将案例进行一定程度的积累后，形成一个小型

的具有强应用性的案例资料库。以大学生的理解能力

为基础，以司法实践中的热点为核心，适宜作为劳动

教育模拟法庭的案例主要包括：反就业歧视、事实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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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认定、试用期的适用、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务

派遣、工伤保险及竞业限制等。

3.2 模拟法庭的组织

模拟法庭的组织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庭审流程

培训；二是角色扮演安排。庭审流程的培训目的在于

让大多数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能够充分参与，所以需要

从庭前准备到庭审具体流程都进行较为详细的讲解。

具体而言，庭审准备包括起诉状、答辩状的草拟和证

据清单的准备，以及个案所涉及的主要法律规范的查

阅。庭审流程包括对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主要环节

的介绍，教授如何举证、质证以及法言法语的使用。

在上述庭审流程培训工作完成后，可根据学生自愿与

教师推荐结合的方式确定安排不同角色。一般而言，

主要安排原告组、被告组和审判组即可，具体分工可

在组内由学生自主决定。

3.3 模拟法庭活动的公开展示

模拟法庭活动的公开展演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

较小规模的半演半评模式，即不组织众多观众观摩，

仅直接参与同学或小范围准备参与同学参加。庭审分

阶段进行，教师随时针对各阶段的学生表现和所暴露

出的问题予以点评或纠正。比如原告宣读起诉状、被

告宣读答辩状之后，庭审暂停，指导教师根据双方起

诉和答辩的情况分析点评各自文书写作，同时还可引

导审判组同学总结案件争议焦点。再比如，在法庭调

查阶段，原告举证被告质证之后，庭审也可以暂停，

指导教师就原告举证时是否有证据合理的顺序安排、

是否表述清楚了证据的证明内容等等加以点评，引导

学生正确的举证方法；同时也可以就被告质证时是否

有效地利用了证据的“三性”特征以及相应的证据规

则加以点评，以引导学生正确的质证方法。

若组织大规模观众观摩的庭审模拟，需要足够专

业和宽敞的场地，其效果会因为更接近真实庭审而更

好。这种形式的适用需要庭前有更加充分的准备，并

在进行时追求真实地一气呵成。在庭审连续进行完之

后，指导教师再对整场庭审做出点评，在指出不足的

同时要注意给予参与同学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这

种大规模观摩也应当注重现场旁听人员，可以在庭审

开始之前向旁听人员简要介绍案情及争议焦点，可以

在庭审结束之后邀请旁听人员参与点评和疑问的讨论，

还可以衔接上相关争议案例的法律规范的讲解。

4 劳动法律规范教育模拟法庭实践示例

模拟案例——吴济诉涂邦家具厂确认劳动关系案

（基本案情略）

4.1 庭审活动的组织

4.1.1 角色安排。原告方两人，含当事人本人、

委托代理人一人。被告方两人，含当事人公司法定代

表人一人、委托代理人一人。审判人员三人组成合议庭，

另安排一名书记员。

4.1.2 庭前培训。培训内容包含劳动争议案件仲

裁与诉讼的程序衔接、起诉书与答辩状的写法、庭审

的基本流程介绍、举证的方法、质证的方法、对证人

证言的运用规则和技巧等。

4.1.3 学生实践任务布置。原告组、被告组撰写

各自的诉讼文书、拟证据清单、查阅案件争议焦点所

涉及的法律规范、拟写代理意见等。审判组熟悉庭审

流程，组织双方法律文书和证据清单的交换。

4.1.4 对准备工作的验收。该阶段主要看诉讼文

书撰写是否规范、证据清单是否明细、相关法律规范

是否已经理解并运用到辩论意见中。

4.2 庭审展示（略）

4.3 点评与重点提示。点评庭审过程中每一组同

学表现的优点与不足。提示注意司法实践中对于劳动

关系的确认的关键，尤其是在缺少书面劳动合同的情

况下法院对于事实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司法解释，提

醒同学们要树立证据存留意识。

综上，模拟法庭方式能够突破常规理论学习较为

抽象的局限，提升学生对于劳动领域法律规范的学习

兴趣和参与积极性，以及通过实践活动加深其感知、

提升其学习效果。将模拟法庭跨专业地应用于劳动教

育中是种较新的尝试，它目前所面临待解决问题不少，

例如如何在众多的劳动法律规范中选取适宜的知识点，

以及在海量的劳动争议案件中选取适宜的实例，通过

合理设计形成模拟法庭案例素材等。希望通过对该课

题的深入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以及一定范围内的校

际间联合模拟法庭教学实践，上述问题能得到更多更

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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