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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庭审理论与应用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court trial 

 

现代庭审理论是近几十年来在法治发达国家逐步形成并通过实

践检验有助于法院正确、适时地审理案件，体现诉讼民主、诉讼规律

和程序保障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争点的确定、集中审理、突袭

裁判的防止，释明权的行使、心证的公开，疑点的排除、法官内心确

信的形成等等。目前我国大陆对这些理论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应用方

面存在的问题就更多。 

   “现代庭审理论与应用”是与境外教授和实务人士合作，首次在

中国大陆开设的课程。该课程开设后，复旦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先后与

江浙沪粤 8 家法院签订合同合作庭审方式改革，在上述课程基础上合

作拍摄出了庭审效率、质量和透明度大幅提升的新型庭审示范庭，这

些体现新理念、新方法的新型庭审通过优质摄像进入课堂，首次实现

了系列真实庭审录像的直观教学。该课程的开设对深入了解境外的法

学教育和庭审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提升我国法学教育和庭审水平意义

重大。 

 

 

 

 

 

 

 

Jochen Glöckner，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1996

年毕业于德国弗莱堡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并于 1994 年在

美国爱荷华州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04 年被德国康斯坦

茨大学聘请为法学教授，一直任教至今。期间，从 2006 年到

2008 年担任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此外，从 2005

年开始兼任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高等法院的法官至今。曾在德国

和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出版专著 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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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笑侠，复旦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特聘教授，法学院法理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法理学

委员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年获国务院人民

政府特殊津贴，2002 年获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

家，2005 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 年入

选国家“百千万工程”，2010年成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章武生，复旦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

教授，法学院诉讼法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高级法院咨询专家，上海市法院、检察

院遴选（惩戒）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

分所）专家顾问、兼职律师。曾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

《中外法学》等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首创个

案全过程教学法，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朱光仁，律师，维毅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2009迄今）。

曾在台湾地区的高等和澎湖、花莲、士林等地方各级审判机

构担任审判人员，兼任司法人员培训机构兼任导师。著有《刑

罚裁量与比例原则》。撰写关于“毒树果实与证据禁止”刑

事判决，经学者林钰雄评论，载《林山田教授纪念论文集》；

关于“诚信原则与权利滥用”民事判决经学者王泽鉴引用

评论；并曾就相关规范之合宪性，声请最高司法机关做出重

要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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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3 分         课时：54 学时 

基础知识要求：学员应系统学习过民商事实体法与程序法 

上课时间：2019 年 5 月 26 日-11 月 30 日 

课程协调员（助教）：法柔扎·库尔班江，学号：18210270032， 

邮箱：18210270032@fudan.edu.cn， 

手机号：18317176523. 

选课网址：

http://register.fudan.edu.cn/p/publish/show.html?queryType=set&searchName=p

aidInfo.search&projectId=71138 

 

课程进度安排：2019 年 5 月 26 日至 11 月 30 日 

日期 星期 节次 上课内容 教学方法和手段 授课教师 

5/26 日 2-4 

7-9 

△我国新型庭审的制度建构

设想和实现路径 

△中国大陆民商事个案诉讼

全过程案例研析之一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 

播国内庭审录像 

章武生 

 

章武生 

6/9 日 2-4 

7-9 

△程序的法理和法律方法 

△中国大陆民商事个案诉讼

全过程案例研析之二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 

孙笑侠 

章武生 

6/30 日 2-4 

7-9 

△释明权行使与心证公开的

理论与实务 

△德国民商事个案诉讼全过

程案例研析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 

播德国庭审录像 

Glö ckner 

Glö ckner 

7/14 日 2-4 

7-9 

△传统与现代庭审方式比较 

△中德日庭审方式比较—以

四个案件的庭审为例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 

播国内庭审录像 

Glö ckner 

 

章武生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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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日 2-4 

7-9 

△争点确定方法与技术 

△德国民商事个案诉讼全过

程案例研析之一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 

案例分析 

Glö ckner 

8/18 日 2-4 

7-9 

△德国民商事个案诉讼全过

程案例研析之二 

课堂讲授 

播德国庭审录像 

Glö ckner 

9/15 日 2-4 

7-9 

△要件事实的提出与争点整

理的关系 

△日本民商事个案诉讼全过

程案例研析 

课堂讲授 

 

播日本庭审录像 

案例分析 

加藤新太

郎 

加藤新太

郎 

10/13 日 2-4 

7-9 

△疑点的排除与法官内心确

信的形成理论与实务 

△新型庭审流程研析 

课堂讲授 

播日本庭审录像 

课堂讨论 

 

章武生 

11/10 日 2-4 

7-9 

△大陆庭审示范庭评析 

△台湾地区庭审模拟庭评析 

课堂讲授 

课堂讲授 

朱光仁 

朱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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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章武生主编：《模拟法律诊所实验教程》，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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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js.fuda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