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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法官》项目实施报告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实验小学 高云 

一、背景与理念 

法治观念的普及对于构建和谐、公正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作为一所乡镇小学，受地理

和人文环境的限制，学生对法律知识了解不足、法治意识淡薄。所在片区经常出现未成年人

违法行为，法治宣传行动迫在眉睫。 

从教育层面看，传统的法治教育多以理论灌输为主，缺乏趣味性和实践性，法治宣传流

于表面，学生往往难以真正理解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我是小法官”项目应运而生，作为年级校选课，六年级 18 个班级均有学生参加，课

程影响广。本项目旨在通过学习法律的历史，明白其在文明进程上的重要作用；学习涉及人

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民法典》，为模拟法庭奠定理论基础；采用模拟法庭等创新形式，让学

生沉浸式体验司法审判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能够以小法官的身份，接触真实的案例，

分析法律关系，运用法律条文进行判决。这一项目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法律学习的兴趣，增

强他们的法治意识，还能提高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 

从社会整体角度而言，该项目以学生带动学生，再带动家庭，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法治氛

围，法律知识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青少年在过程中增强守法意识和行为，助力健康成长；

更加懂法，会用法，今后在面对实际法律问题时能够更加理性，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以点

带面，进而推动法治文明建设的进程。 

二、实践过程 

（一）理论建设 

1.了解法治历史。通过老师讲解，阅读书籍，观看视频，参观法治展览等方式了解法律

历史。结合所学，学生绘制法律形象图，加深对法治的理解。 

 

学习视频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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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法条，实际应用。一学年，两学期，从理论到实践，从课堂到课外。围绕《民法

典》，从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等 7 编选取经典案例讲解。以漫画形式引出

问题，初始印象辨析，再给出法律条文规定。 

 

教学计划（一学年）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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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体验。通过纪录片的形式了解一线法官的日常工作，感受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内

涵。通过真人秀求职节目《令人心动的 offer》，激发学生对法律的热爱，形成挑战自我，不

断提高的心向（所有视频均截取切合教学目标的片段）。 

 

4.辨析时事。对当前发生的时事从法律角度尝试辨析，培养客观理性思维。电影《孤注

一掷》、《二十一条》、林俊杰维权等一系列当前热点事件，从法律角度谈观点。 

 

 （二）能力搭建 

多种形式灵活结合，锻炼“小法官”的关键能力。除了基础的理论建设之外，“小法官”

还需要优秀的表达能力和良好的推理能力，开辟薛小版“今日说法”，创玩“谁是卧底”，

多角度，多维度助推“小法官”能力搭建。  

 （三）模拟法庭 

1.学习流程。法院庭审有固定的流程，观看公开庭审视频，学生模拟庭审视频，学习基

本流程，并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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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参观。与新北区法院联合，在现场旁听了一场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和法官现场

互动，聘任了新北法院王桢煜法官作为法治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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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拟法庭。小组合作，根据各人特长和爱好，分工协作，撰稿、拍摄、道具、后期等

共同完成模拟庭审。 

 

 

（四）辐射影响 

1.校园宣导。通过红领巾广播站和学校外大屏、学校视频号进行宣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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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题活动。我们联合薛家政法和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薛家派出所，开展以“反校园

欺凌，共建和谐校园环境”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活动。将“反校园欺凌”的知识融合在丰富有

趣的游戏中，潜移默化传递正能量。在“你来比划我来猜”游戏中，同学们通过生动的肢体

语言和默契的配合，猜出了与校园欺凌相关的词语；限时拼图识别欺凌类型；判断行为是否

合规，再用投壶的方式丢掉负面行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牢记了要远离校园欺凌。 

     

三、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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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长体验，厚积薄发。围绕“我是小法官”项目，进行“小法官”岗位分析，

沿着学习地图推进小法官养成项目。 

（二）创新举措，激发活力。法律是严谨的，但是学生是灵动的。本项目选用了很多

学生感兴趣的方式促进法律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比如绘制法律形象、庭审流程图、案例小漫

画；拍摄宣传视频，校园电视台播放；观看纪录片片段《是这样的，法官》、《法官的日常》；

观看真人类求职节目片段《令人心动的 offer》；寻找相近法律词汇，创玩“谁是卧底”，

寓教于乐。 

（三）自导自演，儿童立场。从剧本的撰写到排练，从导演到场务，所有人员安排全

由学生团队自主完成，老师担任顾问角色，定期查看进度，了解模拟法庭的任务进展情况。

在实战演练前，同学们带着问题观看了一场真实的庭审现场，和现实中的法官面对面交流，

聘任了法官担任校外辅导员，项目有了更加权威的知识支撑。 

 

四、成效与范式 

（一）法律知识普及，法治观念提升。本项目帮助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懂

得用法律的思维去看待问题，明白行为的边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们积极参与，认真

准备案例，深入研究法律条文。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法律素养，还培养了他们的逻辑思维和表

达能力。 

（二）课内课外互通，理论实践相长。“我是小法官”项目促进了学校与法律机构的

合作。专业的法律人士走进校园，为学生们进行指导和讲解，让法律知识更加生动、易懂。

学生们走出校园，来到庄严肃穆的法庭，进行沉浸式职业体验，课堂得到延伸拓展。 

（三）家庭和谐共建，社区秩序同维。参与项目的孩子会将学到的法律知识带回家庭，

带到社区。每个成员都是小小法治宣传员，用各种方式传递法律知识，使大家对法律的关注

度提高。该项目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法律知识和司法程序的平台。通过模拟法庭的

形式，学生们亲身体验法官、律师等角色，增强了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五、思考与展望 

许多参与过项目的学生表示，他们对法律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更加自觉

地遵守法律法规。“我是小法官”项目的成功，为青少年法治教育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培养

知法、守法、用法的新一代公民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也会在这条法治道路上继续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