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模拟法庭课程心得体会 模拟法庭个
人学习总结(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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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
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以下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模拟法庭课程心得体会篇一

此次模拟法庭活动的重中之重就在于案件的整个审判过程，
而整个审判过程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规定去进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着“重实体
法，轻程序法”的弊病，这都与我们所倡导的公正审判、最
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控、辩、审三方权利制衡等方
面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们在模拟审判的过程中，严格按照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开庭前，由公诉人宣读了法
庭纪律，在庭审过程中，核对被告人的身份、询问被告人历
史上有无受过法律处分，并口头公示了合议庭组成人员、书
记员、公诉人、辩护人名单，告知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公诉
人当庭宣读了起诉书，之后被害人陈述了案件事实，经控、
辩方询问后，进入法庭举证质证环节，首先由公诉方举证，
辩护方以及被告人进行了质证，随后由辩护方举证，公诉方
及被害人进行了质证，双方所举的证据都一一提交给法庭。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进入法庭辩论环节，公诉方宣读了较为
详细的公诉词，辩护方针对公诉词进行答辩后也宣读了代表
自己看法的辩护词，由公诉方进行答辩。整个审判过程最精
彩的部分也就是控辩双方进行自由辩论的过程，本次模拟审
判的控辩双方将这一环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与扎实的专业功
底诠释得很完美。自由辩论结束后被告人做了最后陈述后，
合议庭休庭对此案进行了评议。经过合议庭评议之后最终对
被告人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在本次模拟法庭审判过程中，我有幸担任该案的`合议庭成员
之一——审判长，在指导老师与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
成了庭审任务。虽然我做到了审判长该有的沉着冷静、严肃
稳重，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两次微小却极为严重的
错误：在告知被告人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之后，由于我的疏
忽大意，没有询问被告人是否申请回避。回避制度建立的意
义在于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确保当事人在刑
事诉讼中受到公正的对待和确保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过程得
到当事人和社会公正的普遍意义。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司
法实践中则是公然剥夺了被告人应有的诉讼权利，破坏了司
法公正，被告人也可以就此提起上诉，保护自己的诉讼权利。
在合议庭评议后宣布判决结果时，我们合议庭没有起立宣读
判决结果，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忽视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
严肃性，有损审判工作人员的形象。总之在整个活动、学习
的过程中，我更进一步解了程序对于实体的重要性，真正学
到了审判机关庭审时所必须的程序、步骤，这为我今后从事
法律事务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模拟法庭课程心得体会篇二

模拟法庭一直被各法学院广泛采用，是法律实践性教学的重
要方式。模拟法庭通过案情分析、角色划分、法律文书准备、
预演、正式开庭等环节模拟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及仲裁的
过程，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了法律文书的写
作能力。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精心搜集和整理的模拟法庭
学习总结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不过我真的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多么渴望有一
个安定团结的社会大家庭，我要向世人宣导法律知识，让更
多的人了解法律，遵守法律。我们缓步走出了模拟法庭的庭
审现场，同学们纷纷谈论着这次庭审的优缺点，通过本次模
拟法庭庭审考核，体现了教师的教学质量的优良化，教学体
制的完善化。一、教学实践方向正确。教学的灵活性及实践



的空间都得到了无限的延伸，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充
分应用到实践中，但由于学生对所学知识运用不够灵活，所
以老师所传授的经验及知识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二、教学
模式开放、灵活、实用。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虚拟接近生活，
让同学们真正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法学者，肩上的责任极其重
大。但第一次参与到这样一个环境中来，的确也显露出了我
们学习中的不足以及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庭审的准备阶段。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有的
同学对该阶段的部分程序理解不够，在部分细节上拿捏不到
位，显得庭审程序有些脱节或者气氛不够好。但经过指导教
师的演练和指导，都能及时纠正。二、庭审调查阶段。在演
练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证据的处理上，依照庭审程序，
公诉人应在出示证本文共分为：第一页 第二页 据的时候对
证据做出一定的讲解，但到了实际考核的时候同学们却忽略
了这一点，在审判长宣布由公诉人出示指证证据的时候，法
警依程序呈上了指证证据，但公诉人却没有对此做出陈述，
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对整个庭审的过程完全理解，这就还需要
我们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并从实践中进一步
深化所学的知识，进一步改善今日模拟法庭中出现的不足。
三、法庭辩论阶段。由于案件条款明确，案情属实，所以争
议不大，。不过在双方进行辩论的时候，语气有些低落，为
维护国家的法律尊严而各执一词的激烈争辩，反而有点讲和
的味道，让整个庭审过程中最为激烈、振奋人心的一幕变成
了一场调解会，没有把握好庭审的节奏感，也没有完全进入
状态中。四、对于我个人的帮助。担任审判长一角色参加庭
审，使我对庭审程序和量刑、判刑有了一个更明确的认识，
不再像以前脑海中的那种模糊概念，通过本次实践，对自己
两年来的学习有了一个考核，原以为我学的很棒，可现在才
明白学的是最浅薄的东西，要想在实践中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我还得一直努力地学下去，“学无止境”古人总结出来的这
一点我在此刻理解是最深刻的。本次模拟法庭存在遗憾，但
同时也给了我弥补的机会，我会不断地学下去，因为我还年
轻，我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会对新生事物不断的追求，会
不断的去发现。在此，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



我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实践的最佳场所，真实的检验了学生
对所学知识的认知水平、理解程度、运用能力。本次模拟法
庭取得了巨大的收益，通过实践，我们增强了运用法学理论
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思想上提高了
创新意识，通过本次庭审实践，我初步掌握了审案的大致过
程，对法律法规的应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也充分体会到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对于自己两年来学习法律知识
的成果进行了一次实地检验。这对今后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方
向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在汲取法律知识时，要从法理入手，
从应用着眼，做到有的放矢，不能成为只了解相关法条的辞
典式的知法者。在自己学习历程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让我们共同为我们的教师和校园歌唱吧，预祝明天更美好。

这次活动，我们生动、全面地演练了曾争才抢劫、故意伤害
一案，经公诉机关审查后将被告人起诉于某某市某某区人民
法院，法院受理该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用刑事诉讼
第一审程序进行公开审理，程序合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回忆当天的庭审过程，其实存在不少的缺陷与错误，例
如公诉方的人数过多、公诉词基本上是起诉书的重复，判决
结果理由不充分等程序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我们基础
知识不牢固、缺乏实践经验和粗心大意所造成的，但是纵观
当天的整个庭审过程，还是比较流畅、完美的，同学们的表
现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例如审判人员沉着稳重，控辩
方准备充分，对对方提出的意见积极答辩，主持人与在场观
众有实质上的互动等，值得今后在再次开展模拟法庭活动中
保留、借鉴。

下面我将结合模拟法庭的审判经过和案情对此次的模拟审判
活动谈谈我的心得与体会。

此次模拟法庭活动的重中之重就在于案件的整个审判过程，
而整个审判过程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规定去进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着“重实体
法，轻程序法”的弊病，这都与我们所倡导的公正审判、最



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控、辩、审三方权利制衡等方
面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们在模拟审判的过程中，严格按照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开庭前，由公诉人宣读了法
庭纪律，在庭审过程中，核对被告人的身份、询问被告人历
史上有无受过法律处分，并口头公示了合议庭组成人员、书
记员、公诉人、辩护人名单，告知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公诉
人当庭宣读了起诉书，之后被害人陈述了案件事实，经控、
辩方询问后，进入法庭举证质证环节，首先由公诉方举证，
辩护方以及被告人进行了质证，随后由辩护方举证，公诉方
及被害人进行了质证，双方所举的证据都一一提交给法庭。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进入法庭辩论环节，公诉方宣读了较为
详细的公诉词，辩护方针对公诉词进行答辩后也宣读了代表
自己看法的辩护词，由公诉方进行答辩。整个审判过程最精
彩的部分也就是控辩双方进行自由辩论的过程，本次模拟审
判的控辩双方将这一环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与扎实的专业功
底诠释得很完美。自由辩论结束后被告人做了最后陈述后，
合议庭休庭对此案进行了评议。经过合议庭评议之后最终对
被告人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在本次模拟法庭审判过程中，我有幸担任该案的合议庭成员
之一——审判长，在指导老师与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
成了庭审任务。虽然我做到了审判长该有的沉着冷静、严肃
稳重，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两次微小却极为严重的
错误：在告知被告人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之后，由于我的疏
忽大意，没有询问被告人是否申请回避。回避制度建立的意
义在于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确保当事人在刑
事诉讼中受到公正的对待和确保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过程得
到当事人和社会公正的普遍意义。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司
法实践中则是公然剥夺了被告人应有的诉讼权利，破坏了司
法公正，被告人也可以就此提起上诉，保护自己的诉讼权利。
在合议庭评议后宣布判决结果时，我们合议庭没有起立宣读
判决结果，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忽视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
严肃性，有损审判工作人员的形象。总之在整个活动、学习
的过程中，我更进一步解了程序对于实体的重要性，真正学



到了审判机关庭审时所必须的程序、步骤，这为我今后从事
法律事务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此次模拟法庭案件属于刑事类案件，对于该案件被告人的犯
罪行为的定性上，审判方与控辩双方不是能够轻易地捏拿准
确，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人的伤害行为
是否有从轻和减轻处罚的情节存在，以及被告人的行为是否
为抢劫，是否应当就此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为了更好地探讨这
个问题，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案情：该案模拟案件案发于xx年1
月5日晚上10点左右，被害人万某与其朋友张某等人在万某家
酒后，几个人骑摩托车送其中一个朋友毛某回家。在路上，
万某等人遇到一名女子，遂上前与之搭话(有调戏的情节)，
该女子的男朋友曾某乙见此便与万某等人发生口角，万某等
人人多势众，将曾某乙按倒在地进行殴打，情急之时曾某乙
的哥哥即被告人曾某甲及其朋友与万某等人发生斗殴，在斗
殴的过程中，万某被曾某甲用砖头砸破头部构成重伤。曾某
甲趁万某昏迷的情况下，拿走万某的手机。随后，曾某甲被
公安人员抓获，在被送往公安机关的途中，曾某甲将该手机
藏匿于警车内，后被公安人员发现。法院最后判处了被告人
犯故意伤害罪与抢劫罪，与其之前犯的盗窃罪进行数罪并罚，
并处以罚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要认定被告人的行为
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对于防
卫过当的、紧急避险过当的、胁从犯、犯罪后又有重大立功
表现的;对于从犯;终止反造成损害的;已满14周岁但未满18周
岁的人犯罪等情况，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分析该案被告
人犯罪行为的性质，可以得知，其犯罪行为和犯罪主体并没
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只存在有酌定量刑情节。
对于是否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这一焦点问题，
我认为其行为不构成抢劫。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
为。被告人曾某甲使用暴力致使被害人万某头部重伤、昏迷，
在被汉人失去反抗能力的情况下，夺取了被害人的私有财产，



表面上看其行为符合抢劫罪，但是被告人的暴力行为并不是
为夺取财物而实施，只是被告人利用了暴力造成的后果而临
时起意获取他人财物，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判处其行为构成
抢劫罪，应当以相应的其它罪论处。在本次审判中遗憾的是
我们利用的是既有的模拟法庭剧本展开活动，为了配合其他
参与同学的工作，我不能将判决结果稍作更改，但是我们务
必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注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是否构成某罪，
而不能妄加论断，以免造成冤假错案，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的
量刑原则与犯罪构成要件及犯罪行为的具体情况去实践，才
能胜任司法实践工作者之一神圣的职业。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都有很大的收获，也受到了很大的启
发，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审判活动的过程中，同学们对之前学
习过的各种法学知识加以灵活运用，并且巩固了之前学习过
的法学理论知识，最重要的是通过此持模拟法庭活动，明确
了法律公平公正的精神，更坚定了我们要运用法律手段伸张
正义的信念。

模拟法庭课程心得体会篇三

其证明人后由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明;二
是对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两个事实
的证明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被告证明损害是由第三
人的原因造成的，则不仅表明被告没有过错，而且同时也表
明损害的发生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在另外一
些情况下，这两个问题有可能也是相互分离的。例如，被告
证明损害是因为不可抗力造成的，应可以表明其主观上没有
过错，从而应当被免除责任。

二、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由被告承担证明某种事实的
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其无法就此加以证明，则承担败诉的后
果。举证责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证据责任的倒置，实际上是
就某种事实负有证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责任的倒置，是证明



责任在当事人间如何分配的问题。然而，举证责任倒置不仅
仅是对事实证明责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对这种举证责任
的分配常常直接影响到诉讼结果，即“举证责任分配之所在，
乃胜诉之所在”。因为一旦倒置以后，举证责任被倒置的一
方负担了较重的证明义务，如果其不能够就法定事由进行举
证，便推定提出主张的一方就该事实的主张成立，这就会从
整体上影响到诉讼的结果。败诉后果的承担表明了举证责任
倒置实质上是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是一种结果责
任，解决的是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问题。
在实体法上，对被告方对此要举证证明也有相当的难度。例
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被告必须证明危险是由原告
的故意造成的才能免责，倘被告无法就此举证则可能要败诉。
这样，举证责任倒置通常是和严格责任联系在一起的，由此
也进一步表明了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换的区别。举证
责任的转换与严格责任问题没有必然联系，任何类型的案件
在诉讼中都可能出现举证责任转换的现象，它不涉及抽象的
实体法规范，只是当事人在具体诉讼过程中相互活动。

三、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发动诉讼的原告一方，
也应当对部分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的责任。在举证责任倒
置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原告不负任何举证责任，而应由被
告证明一切?我认为，即使依据实体法的规定应适用举证责任
倒置，原告也要承担就一定事实存在或不存在举证的责任。
在适用严格责任的情况下，对于过错、因果关系等，根据法
律规定应当由被告证明，从而免除了受害人对此事实的举证
的责任，而将该责任倒置给加害人一方，由其承担无未能举
证时的败诉风险。

但其他要件事实，如加害人、损害事实等，则还应适用“谁
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分配举证责任，由该事实的主张者
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高度危险作业的责任中，至少原告
要证明危险是因为被告的行为造成的而非第三人的原因造成
的，否则其连诉讼主体的被告一方都不能明确，怎么诉讼?对
谁诉讼?再如，在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倒置中，作为被告的医



院一方，应当就其行为的科学性、及时性、没有过错的事实
承担举证的责任，而患者应当就被告行为的危害后果事实、
危害后果与被告的行为间有关联的事实等，承担举证的责任。
在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下，原告方也承担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
的原因是：从实体法角度言，任何人主张权利都应当提出证
据证明其权利的存在;从证据法的角度看，主张的一方也应当
提供相应的证据。即使法律从特定的目的出发，为加强对一
些处于举证遇到障碍的特定当事人的保护，实行举证责任倒
置，只是将特定的证明事项倒置给被告一方承担，这并不是
说，将所有的诉讼证明事项甚至释明事项，都交给被告承担。
从性质上看，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基于法律规定，由原告证
明a事实的存在，但应当由被告承担b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
明，被告不能证明的，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通过实践，
对法律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

模拟法庭课程心得体会篇四

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原告不负任何举证责
任，而应由被告证明一切？我认为，即使依据实体法的规定
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告也要承担就一定事实存在或不存
在举证的责任。在适用严格责任的情况下，对于过错、因果
关系等，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被告证明，从而免除了受害人
对此事实的举证的责任，而将该责任倒置给加害人一方，由
其承担无未能举证时的败诉风险。但其他要件事实，如加害
人、损害事实等，则还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
分配举证责任，由该事实的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
高度危险作业的责任中，至少原告要证明危险是因为被告的
行为造成的而非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否则其连诉讼主体的
被告一方都不能明确，怎么诉讼？对谁诉讼？再如，在医疗
事故的举证责任倒置中，作为被告的医院一方，应当就其行
为的科学性、及时性、没有过错的事实承担举证的责任，而
患者应当就被告行为的危害后果事实、危害后果与被告的行
为间有关联的事实等，承担举证的责任。



在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下，原告方也承担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
的原因是：从实体法角度言，任何人主张权利都应当提出证
据证明其权利的存在；从证据法的角度看，主张的一方也应
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即使法律从特定的目的出发，为加强对
一些处于举证遇到障碍的特定当事人的保护，实行举证责任
倒置，只是将特定的证明事项倒置给被告一方承担，这并不
是说，将所有的诉讼证明事项甚至释明事项，都交给被告承
担。从性质上看，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基于法律规定，由原
告证明a事实的存在，但应当由被告承担b事实存在或不存在
的证明，被告不能证明的，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

模拟法庭课程心得体会篇五

模拟法庭通过案情分析、角色划分、法律文书准备、预演、
正式开庭等环节模拟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及仲裁的过程。
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精心搜集和整理的最新模拟法庭学习
总结，希望大家喜欢!

迎接挑战的一天终于来了。一开始只是觉得兴奋、新鲜，但
当我站在模拟法庭台上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庄严”。

时间很快，就是那么几十分钟，我们的模拟法庭结束了。但
几十分钟的表演凝聚的是我们很多天的反反覆覆的排练，是
我们全体模拟法庭同学共同努力的成果。

我们常常说要学以致用，在现在这个阶段最直接有效、锻炼
实践我们知识技能的方式就是参加模拟法庭的活动。在活动
中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能力，自己找案子，自己写诉状，
自己找证据，自己练程序等等，这所有的自己做，让我感到
了现实法庭审判工作的繁重和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的艰辛。
法官要秉公执法，不偏不倚，当事人要寻找一切有利证据，
维护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是我们在课堂学习上停留在书中的
那些理论知识所能简单阐述的。通过这次模拟法庭的活动，



我深刻感受到了自己法律知识的欠缺，它更加使我明确了自
己要努力的方向。

此外，这次活动也更加和谐了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大学生
活，很多都是自己管自己，很少能有机会将同学们聚在一起
互相了解，时间长了就很容易淡漠。但模拟法庭给我们提供
了这样一个机会，同学们在一起讨论法庭程序的进行顺序，
一起找证据、写证词，一遍一遍地不断排练，共同找出排练
中的错误来不断完善我们的模拟法庭。可以说这是我们所有
成员团结的结果!

总的说来，我们这次模拟法庭活动不仅仅培养了我们的个人
能力，还增强了我们的团队精神。整个活动重提问、重交流、
重讨论。而这正是我们将来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素质。活动中
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定位，切实做好了自己的任务，所有的
这些体会都将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它使我懂得了个
人能力与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这次的模拟法庭是我踏入大学以来参加的最有意义的一次活
动，它不仅使我的实践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更重要的
是它让我从理论走向实际，充分的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应用
到实践中，进一步强化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次参加这种实践活动的人来说，这次模拟
法庭中我们收获特别多。首先，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是我们最
大的收获。对于那些书本上的诉讼程序：庭审准备、公布开
庭、庭审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调解、合议庭评议、公布判
决，看起来特别抽象，难以理解。但通过这次具体审判的操
作过程后，我们比较感性的理解和掌握了这些抽象的程序。
并且每个程序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对问题的
一一攻克，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了诉讼程序在实践中的应用，
这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它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不仅在程序上我们有了一个更深入的理解，在实体上我们同



样有一个崭新的认识。我们这次模拟法庭的案例涉及合同纠
纷和损害责任赔偿。在了解案情后，我们翻阅了大量关于合
同和赔偿责任的法律著作、法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然后
对着一案例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深
刻的了解到将学过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案件相结合并不是我
们想像中那么简单。记得老师说过，对于法条的理解并不仅
仅在于对它能够熟练的表述，这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更重
要的是在案例面前你要如何去运用，使它对本案情有利。当
时，听老师说的时候很简单，但现实中并不然。这次实践，
让我们感觉到灵活运用课堂所学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也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

其次，另一个重大收获是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
公正、公开的理念和法律上那种坚定的信仰。在法庭上，那
种庄重、严肃告诉人们法律是公平的，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
平等的。同时，人们对法律的崇敬和信任进一步升华。在这
次模拟法庭中，我担任了原告的角色，原告那种渴望法律还
他们公道的心情令我深深的感觉到法律是人们保护自己权益
的有力武器，那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看到法庭上每个人
那严肃的表情，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法律在我们面前是多么
的庄严与神圣。

最后，有一点不能不提，就是再这次活动中，大家的共同努
力让我们都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在准备期间，我们遇到了
好多难点，给我们带来很多阻力。但这并没有打-倒我们，而
是让我们更加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每当我们共同克服一个
难点时，我们是那么的有成就感。记得准备了一段时间后，
我们请来一位法学专业老师给我们作简评。老师对我们的活
动很满意，当时我们的心情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就是知
道我们的共同努力被认可了。这次实践使我感觉到不单单是
参加一个活动，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团队精神都显得那么
重要。

这次模拟法庭活动,我深刻的了解到法院庭审时所必需的程序



步骤，将实体法第一次运用与实践中;我同时也熟悉了一些法
庭辩论的技巧和诉讼的方法;我们的综合能力如口才表达能力、
应变能力、思维能力、运用综合知识的能力等得到进一步的
提高;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
力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总之，模拟法庭让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中没有的知识，提高了
我的能力，丰富了我的大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