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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课程案例教学必要性研究 
周莹莹 

（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0） 

摘要：一直以来，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刑法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是比较单一的，以课堂上的理论讲

授为主，这样的教学模式很容易导致学生只掌握理论知识，但无法在分析问题或者后续工作中实际解决刑

事问题时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所以，刑法学运用案例教学是非常必要且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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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

是一部实体法律，现行施行的《刑法》自 1997 年颁

布至今已经进行了十一次修改与补充，虽不能避免

滞后性，但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特征的变化

日趋完善。与其相对应的《刑法学》是一门以《刑

法》为研究内容的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刑法学》的

体系逻辑是依照《刑法》条文展开的，随着法律条

文的修改，《刑法学》的一些理论也在不断改进，越

来越科学和严谨。但是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姆斯

所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也就是

说，任何一部法律制订的再完善，与之相对应的理

论研究再深入，如果不能付诸实践，那这部法律只

能作为像字典一样的工具书。因此，《刑法学》既是

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应当是一门具有很

强的实践性的学科。 

一、案例教学能够激发学习兴趣 

刑法学的知识点庞杂而难懂，很多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会觉得刑法理论很枯燥。但现在网络信息

的传播速度非常快，我们每天可以从各种网络媒体

获取很多新闻资讯，包括一些典型的刑事案件，这

些就会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昆山反杀案”、“杭

州保姆纵火案”、“章莹颖案”等等，这些案例的发

生都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将这些案例运用到刑法学

的课堂教学中必定会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在案件还没有定论的时候，还

可以让学生自由讨论，发表观点，从而培养学生的

发散型思维模式。 

笔者作为一名刑法学老师，在讲授正当防卫的

时候就是结合“昆山反杀案”的视频引入主题，同

学们在观看之后都表示知道相关的事件经过，接下

来就是思考为什么行为人于海明造成了刘海龙死亡

这样的结果，却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学生都知道

是因为于海明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然后继续引出

后面的问题，什么是正当防卫，什么样的情况下的

什么行为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也就是正当防卫的

成立条件有哪些。这样一环扣一环的问题会引发学

生的思考，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结论也会掌握的更

加牢固。在日后遇到认定正当防卫的问题的时候就

可以灵活准确地作出分析。 

在刑法学课程的教学中，既可以采用由案例到

理论的归纳总结的方法，也可以反过来，采用由理

论到案例的方法。比如“章莹颖案”，笔者是在讲授

了刑法的效力范围中的保护原则之后举了这个例

子，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效果。 

二、案例教学能够更好的达成教学目的 

法学专业的学生都怀揣着职业法律人的崇高理

想，不论走出校门之后从事律师职业还是法官、检

察官职业，都需要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因此法学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的能力，在授课过程中培养这种能力的最重

要的途径就是改变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

学。 

上文笔者所举的例子还是以教师为主体，引导

学生思考问题。为更好的达成教学目的，还可以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

让学生自己根据一些典型案例来讲授相关的理论知

识，在这个方式中，学生会经历一个查阅资料、独

立思考、阐述观点的过程，结束之后会对这部分知

识有很深的理解并牢固的掌握，也会产生自信，更

好地进行后续的法学专业知识的学习。要提高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还可以采用让更多的学生一起参与进

来的案例模拟教学、模拟法庭等方式，笔者做过一

个小调查，学生对于自己亲身参与过的案例教学会

印象深刻，对于案例中相关知识的掌握也会更加牢

固。在日后的工作中，遇到相关的问题学生就可以

迅速分析解决。 

通过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解释成文法，另一

方面还可以发现现行法律之中存在的不足，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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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推动理论发展。学生既掌

握了刑法理论的精髓，又能够增强实践工作能力，

这正是我们教学的目的。 

三、打破传统，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结合教

学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两部独立存在的

法律，但是两部法律之间是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的。

《刑法》是实体法律，是确定罪名和刑罚的；《刑事

诉讼法》则是程序规定，也就是在审判的过程中，

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程序进行。同样，

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也是两门独立存在又密切相

连的学科，在各高校法学院系中，刑法学和刑事诉

讼法学往往被设置成两门独立的课程，在大学不同

阶段组织课堂教学。刑法学教学为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来增强实践性，但学生只学

习了实体法，不了解程序法的具体内容依然不能使

实践教学达到最好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刑

法学课程和刑事诉讼法学课程相结合开展实践教

学。 

在案例的选择上，可以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

先选择一些案情清楚，程序简单的案例，先让学生

熟悉整个从理论到实践，从实体到程序的完整流程。

待学生适应了这种实践教学模式之后适当增加难

度，可以选择一些复杂的甚至有争议的案例，这样

学生在准备的过程中可以深化对理论知识和诉讼程

序的理解与把握。 

综上所述，刑法学课程运用案例教学方法与刑

事诉讼课程相结合，从案情分析到办案流程，通过

这一整套的实践学习，学生一定会对刑法学和刑事

诉讼法学有一个更清晰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一定会

达到比单纯的理论教学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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