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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纠纷处理实务模拟体验

收稿日期：2017- 12- 13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方工业大学2017年“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我校法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探索”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兴华（1978-），女（汉族），河南新乡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法、能源法。

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
学时发表重要讲话，对法治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指
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
笔者从教十余年，对此深有体会。当前，各高校对实践
教学的重视程度也不可谓不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课
程、活动。但是，笔者感到，目前开展的实践教学还远
未达到真正的实践教学效果。课堂是当前教学活动的
主阵地，笔者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课堂教学
仍然没有扭转以“传授”、“灌输”为主导的模式，案例
教学法也往往沦落为在讲义中穿插几个案例而已，并
未取得应有效果。作为青年教师，在近些年的教学活
动中，笔者逐渐开始反思如何运用更加能贴近学生、
更加生动的教学方法来达到实践教学效果。结合有关
生涯规划和职业体验的理论和做法，我们展开了一系
列探索，如纠纷处理实务模拟体验、法律行为课堂演
示等。本文介绍了笔者在环境资源法课堂中开展的环
境纠纷处理实务模拟体验教学模式，以期和同仁探
讨、交流。

一、法律职业模拟体验溯源
纠纷处理实务模拟体验的灵感来源于模拟法庭

这一被广泛运用、受到广泛认可的实践教学方法。笔
者赞同有学者提出的观点，即模拟法庭教育是从教义
法学的确定性走向实践法学的不确定性，提升了法律
职业人能力的重要性。模拟法庭作为一种法学实践教
学方法最早源于美国，成为英美法系国家法学院教育
的亮点。在模拟法庭中，学生将选择各种法庭角色，在
真实案例（一般需改编）中对法律职业（法官、检察官、
律师等）及有关当事人、法庭参与人（原告、被告、法警

等）进行体验。这种方式和课堂教学乃至案例分析相
比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即参与性和立体性。事
实上，美国能够成为这种教学方式的起源地并非偶
然。虽然模拟法庭是一种法学院教学方式，但是更多
的也是一种模拟职业体验。而美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发
达，这不能不说是模拟法庭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

从职业模拟体验的角度来看待模拟法庭另有一
番深意。我们可以由此推演到更多法律职业的体验上
来。模拟法庭更多的是庭审即诉讼程序中法官、律师
的角色，而在当今依法治国背景下，法律职业内涵及
外延尤其需要进行拓展。除了法官、律师等备受学生
关注的职业外，诸如法务、政府执法人员、公证人员等
法律职业都应当让学生进行模拟体验。

二、环境纠纷处理实务模拟体验方案设计
（一）设计原则
受到课堂的限制，比如时间上不能耗费过长，课

堂的活动场所是教室，纠纷处理实务模拟体验的落脚
点仍然还是在法律文书之上。具体来说，学生首先需
通过查找资料，确定基本案情。学生需要对案情的事
实细节进行推演、敲定，对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
研究，根据法律文书的有关撰写要求，起草相应的法
律文书。最后成果呈现的方式分两个层面：一是，提交
一份法律文书；二是，需要就基本案情、事实梳理、法
律分析进行课堂汇报。

1.法律文书。写作法律文书是法科生的一项基本
技能。在本科培养大纲中都会有专门的课程安排。应
当说，法律文书写作课程培养的是学生在形式上的技
能，那么环境资源法课程上再度涉及法律文书教学，
则涉及的是实体内容。通过不同法律职业的设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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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强调了法学教育中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虽然当前各高校已
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课堂外的实践教学活动，但是还应当回归课堂、将课堂教学作为实践教学的主阵地。结合
有关生涯规划和职业体验的理论和做法，我校青年教师在环境资源法课堂中开展了纠纷处理实务模拟体验教
学模式探索，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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