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论文]：律师在法庭教育环节的地位、作用和教育方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5B_E4_BC_

98_E7_A7_80_E8_AE_BA_c122_485013.htm ----兼谈当前少年

法庭审理的现状与流弊 文章关键词：律师 法庭教育 角色 职

责 作用 方法 文章内容摘要 本文主要是围绕未成年人犯罪审

理案中进行法庭教育工作环节问题，阐明作为辩护人的律师

，在从事未成年被告人刑事辩护业务时，在少年法庭审理程

序法庭教育环节中，如何正确认识法庭教育的立法精神、性

质及内容，如何认识律师的地位、作用、职责、工作准则及

方法，如何履行自己的工作义务，参与教育、感化和挽救少

年被告人的法庭教育诉讼活动，完成神圣的使命。同时剖析

目前在少年法庭立法方面的不足和审理过程中存在的，某些

弊端情形，以此警示和呼吁国家应当加快少年法庭立法工作

力度，以完善法治机制，做到有法可依，维护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 律师在职业生涯中，必然涉及到刑事未成年人案件

，即在刑事少年法庭的审理案中担任少年被告人的辩护人，

参加诉讼活动，维护少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少年法庭

诉讼案与一般刑事诉讼案在程序方面比较，有一个显著特点

和区别：前者依照有关规定必须设置一个审理环节??法庭教

育，即是要在诉讼程序上设置一个对未成年被告人（少年被

告人）进行针对性的思想和法制教育的工作环节，以帮助少

年被告人认罪服法、改邪归正，预防其重新犯罪。进行法庭

教育的主体一般有五方面：公诉人、审判人员、陪审员、律

师、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在这个法庭教育环节中，律师

的角色定位如何？应注意些什么？下面，笔者围绕律师在少



年法庭审理程序法庭教育环节中的地位、作用、工作准则及

教育方法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法庭教育的概念、特征

、宗旨与性质 法庭教育是指在特定的刑事少年法庭审理未满

十八周岁未成年人（统称为少年被告人）犯罪嫌疑案件时，

依照一定的程序，在法庭上由参与审理活动的公诉人、审判

人员、辩护人、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分别对涉案少年被告

人进行针对性的思想和法律内容教育的活动。 法庭教育与平

时讲的法制教育的概念是不同的，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所区别

。法制教育是指广义的对不特定的对象进行法律教育的活动

形式。法庭教育具有四方面的特征：（1）、特定的主体。法

庭教育的行为主体是特定的人员，即参与审理该案件的公诉

人、审判人员、辩护人、监护人。除监护人外，前者是具有

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人员。（2）、特定的环境。法庭教育必

然是在庄严的法庭上发生的活动，是公开进行的，没有旁听

的观众。（3）、特定的对象。法庭教育的对象是针对涉案的

少年被告人，一个或若干个，不是针对成年被告人，不是针

对一般的社会公民。（4）、特定的内容。法庭教育的内容是

针对少年被告人所涉的特定案件及罪名。 法庭教育的宗旨目

的是为了通过教育手段，以感化少年被告人的思想，帮助其

矫正不良行为习惯，使其知错悔罪，迷途知返，改邪归正，

预防其重新犯罪。我国设置法庭教育审理环节的根本出发点

，是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爱护，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

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

则”立法精神的具体措施和实践体现。 法庭教育虽然仅是在

少年法庭审理中发生的一个工作环节，但它在我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系统工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因为青少年违

法犯罪是一个社会症结问题，教育青少年知法守法，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以及降低与消除青少年重新犯罪（目前我国

青少年重复犯罪率约为30%），是一项艰巨的法治任务。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的法治教育方面，主要是指三大方

面：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法庭教育毫无疑问应

是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是社会教育在特定环境下的延

伸行为性质。 二、少年法庭审理案法庭教育的现状及流弊剖

析 从现行法律法规的立法情况看，我国在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方面制定了一些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等，在司法实践中也作了

许多尝试，如设立少年合议庭（统称为少年法庭）和“圆桌

审判”方式。然而，笔者认为我国在少年司法立法和现实中

少年法庭在执行法庭教育环节工作中，存在严重不足和弊端

。 （一）法庭教育立法制度不完备 目前，我国正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三部法律中，均没有设定

少年法庭或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程序的内容，实体法

和程序法均存在缺陷。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

条中规定了“司法机关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

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但这个规定仅是一

个原则性的设定，过于简单化，未构成司法程序立法的意义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十三条中第一次

明确提出了在少年法庭上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的

概念和法庭教育的内容范围。但《规定》本身并不属于立法



性质，仅是一种内部工作指导性文件，有欠严肃性和规范性

。所以，有必要建议修改和补充完善我国的刑法和刑诉法，

增强与加快少年法庭工作的立法力度和速度，真正把“法庭

教育”内容立法，使之有法可依。 （二）《规定》中对法庭

教育程序设计不科学 《规定》中第三十三条中规定在法庭进

行宣判后进行法庭教育。根据司法实践看，《规定》中这种

做法并不科学，笔者认为立法时修改为法庭辩论程序后进行

“法庭教育”为宜，即是在法庭宣判前进行法庭教育。现实

中，许多少年法庭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如果在法庭宣判后

才进行教育，反而是弊多利少，效果不好。因为法庭教育环

节在先，可以在少年被告人在未知道宣判结果之前，通过法

庭教育，使其心理上有一个认识与提高的过渡缓冲阶段，对

自己罪行的认知和思想感化有一个递增与强化的过程，从而

对意料内或意料外的法庭判决结果有一个心理适应基础。如

果宣判后才进行法庭教育，因法庭教育欠缺，少年被告人缺

乏心理承受力和心理准备。如果少年被告人认为判刑重，会

产生抵触和逆反心理，再进行法庭教育可能会听不进，刑罚

则不达到真正的目的，事倍功半，甚而没有教育效果。如果

其认为判得轻（合适），他也可能在心理上认为这是应当如

此的，其不一定体会与认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意义

和少年法庭审案制度的初衷，也淡化了“感化、挽救为主”

的作用与效果。 （三）少年法庭审理中法庭教育环节中存在

的流弊情形 （1）法庭教育人员配备不理想。 《规定》第三

条规定“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的人民陪审员，一般由熟悉未

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经过

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离退



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担任。”然而在实际

中，由于经费开支困难等客观原因影响，很少有少年法庭能

按照《规定》的要求做到的。少年合议庭绝大多数没有专业

陪审员，只是在一般刑事庭审判人员中组成，许多是临时组

合方式，缺乏受过专业培训的法庭教育人员，这必然影响法

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2）法庭教育过程形式化，走过场

完成任务。 有的少年合议庭人员及其他参与人因缺乏职业责

任感，缺乏对失足青少年进行感化教育挽救的热情，无心研

究少年被告人的具体情况，难以作认真细致和有效的思想教

育，只能是随便讲几句，以求完成庭审任务。教育内容贫乏

、方法平淡无味，缺乏真情，激不起少年被告人的心灵共鸣

，则法庭教育陷于形式主义，失去有效教育少年被告人的有

利时机。 （3）法庭审理中“审多教少”。 按规定在少年法

庭审理过程中，要坚持“寓教于审”方针。这应当包括两个

方面内涵：一是在案情的审理过程中随时有针对性地对少年

被告人作思想教育，不要一味地“审”（调查犯罪事实）；

二是注意加强“教”的力度，增加“教”的时间。笔者观察

有关少年庭审理情况，认为普遍存在“审多教少”现象，或

只审不教，当作一般刑案办理；或审教比例失调。例如一次

庭审活动全过程用去240分钟，法庭教育环节往往只占5～10

分钟，审教时间分配比例不合理，教育力度不足，达不到感

化、矫正与挽救少年被告人的良好效果。 （4）周而复始，

产生厌烦情绪。 现今，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少年被告人案

件增加，作为少年法庭的工作量日增，公诉人和审判人员每

日周而复始地进行审案和法庭教育，一来容易导致千篇一律

的说教方式，二来年长月久，也容易在公诉人、审判人员心



理上出现僵化淡漠及厌烦情绪，不愿投入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研究如何教育少年被告人。职业责任感的丧失，必然导致法

庭教育流于形式。 三、律师在法庭教育环节中的角色定位与

优势 律师在少年法庭刑事辩护案中，担任辩护人，与一般刑

事案辩护比较，在角色定位上具有特殊性。这个角色定位的

特殊性，影响与决定了律师在法庭教育环节中的身份和优势

，为律师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 

第一，律师参与和担任少年被告人辩护人的执业法律依据，

跟一般成年被告人案件不同，后者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三十二条的规定和成年被告人或其近亲属的委托，律师才介

入刑事辩护活动。前者则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

和最高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律师

法》第四十二条和《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第十二条，少

年被告人监护人因客观原因没有委托律师辩护的，由人民法

院或法律援助机构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少年被告

人提供辩护。律师担任辩护人执业依据不是基于委托关系，

而是基于法律赋权。两者执业依据虽然不同，并不影响律师

在法庭教育环节中的作用，相反有利于开展对少年被告人的

教育，因为适当地对少年被告人阐述律师法律援助为其进行

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使少年被告人更能认识到党和国家

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与爱护，促使其知错悔罪。也能增加

少年被告人对律师的信任，有利于法庭教育的开展。 第二，

从“律师”含义中“师”的内涵看。唐代的韩愈在《劝学篇

》中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律师在从事为少年

被告人进行辩护业务时，面对的是未满十八周岁的少年，这

些少年是人生道路上的迷途羊羔，作为长者的律师，不论从



法律的角度或道义的立场，均应负有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教

”的职责义务，向其传授法律知识，指出其错误，指点其迷

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信念，激励其重新做人。从这

方面看，律师是一个特殊的教师角色，要像教师对待学生那

样的善待少年被告人。 第三，律师是法庭教育环节中“五位

一体”主体之一。在少年法庭审理中，一般有五方面人员参

加：审判人员、陪审员、公诉人、律师、监护人，构成“五

位一体”，共同参与和完成法庭审理和法庭教育工作。作为

辩护人的律师，自然是这“五位一体”主体中的一部分，履

行自我的职责，参加庭审活动，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

少年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

意见，维护少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并对之进行相应的法庭

教育。 第四，律师在少年被告人案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身份角

色。（1）他们首先是以一般辩护人身份，依法充当少年被告

人合法权益的卫士。（2）他们又是一个虚拟监护人身份，即

是在法律援助案中，因法律的赋权由法院或法律援助机构的

指定而产生的特殊身份角色。在成年人刑事案中，没有强制

性规定请辩护人的制度，是否请律师或其他辩护人，由被告

人自己决定。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中，法律明确规定要为少年

被告人设置律师辩护程序，如果少年被告人近亲属因经济等

方面原因无法聘请律师的，则由人民法院和法律援助机构为

少年被告人指定律师，为其进行辩护。律师扮演的实际上是

代理少年被告人的近亲属的职责与身份，形成一种虚拟监护

人的身份角色。（3）它又形成一个特殊的“准利益共同体”

身份。不论是基于委托关系还是基于法律赋权，作为律师介

入案中，从维护少年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和责任看，律师



和少年被告人及其监护人之间，无疑已经构成一个“准利益

共同体”。律师的这个特殊角色和作用，是其他人（公诉人

、审判人员）无法替代的，它决定了律师在对少年被告人进

行法庭教育环节中，具有很大的教育优势。理由是?? 首先，

律师可以弥补少年被告人的监护人在职责和教育能力方面之

不足。从司法实践中看，在少年法庭审理中，绝大部分监护

人虽然出庭参加法庭教育，但绝大多数没发挥出作用，主要

原因是：（1）文化水平低，或文盲或法盲，没有相应的知识

和教育方法，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参加庭审形同虚设。（2

）有的监护人对少年被告子女失去信心，或不参加庭审，放

弃对子女的教育；或不重视在法庭上对子女的教育。有监护

人在法庭上不发言，没有什么作用。（3）有的监护人在法庭

上想讲话，但教育方法不当，对少年被告人往往指责多，教

导少，不利于对少年被告人的感化教育，效果甚微。在上述

情形下，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员，运用法律知识、教育技巧

、人生体会等方面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正好弥补了

其监护人教育不足的缺陷。 其次，在少年法庭人际关系链条

中，律师的角色更有助于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在法

庭上，公诉人是指控方，要控诉少年被告人违法犯罪，从利

益关系看，是少年被告人的“敌对方”；审判人员是裁判方

，代表的多是国家利益，从利益关系看，至多也是“中立方

”；而律师因与少年被告人之间形成一个“准利益共同体”

，律师辩护工作的出发点主要又是维护少年被告人合法权益

的，律师代表的多是被告人的利益。因此，律师角色 对少年

被告人之间容易产生亲和力，少年被告人对律师讲的话，少

敌对感，心理上易于接受。所以，对比而言，律师在少年法



庭上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在地位和效果上应比公诉

人、审判人员具有更好的优势。作为律师，也应当善于利用

这个角色优势，更好地利用法庭教育这个环节做好少年被告

人的思想感化、矫正工作，出色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 四、

律师在法庭教育环节中的教育内容、职责与作用 （一）律师

在法庭教育环节中的教育内容 律师参与少年法庭诉讼活动过

程中，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时，教育内容应当是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三十三条所列内容：（1）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和应当受刑罚

处罚的必要性。（2）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

应吸取的教训。（3）正确对待人民法院的裁判。当然，辩护

律师可以根据不同案情和少年被告人特异性，灵活加入其他

好的教育内容。 另外，律师在选择教育内容时，还应注意与

公诉人、审判人员的教育内容互相配合，不要进行简单重复

式的教育，内容上应采取互相补充式，尽量具有新颖独特性

。 （二）律师在法庭教育环节中的职责 在少年庭审理活动法

庭教育过程过程中，律师的工作职责是什么？笔者认为可以

从两方面理解： 第一，它是辩护职责的延续和深化。法庭辩

论结束后，律师的辩护职责已经完成。进入法庭教育程序，

律师参与法庭教育，应视为辩护职责的延续与深化行为，但

工作的内容和方法已经不同于辩护阶段，律师应按法庭教育

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以继续完成辩护人的任务。 第二，它也

是律师的一种准法定义务。之所以说是“准法定义务”，是

因为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中尚未有关于少年庭法庭教育的立法

，更没有关于律师在法庭教育的职责、权利与义务的立法规

定，只是在最高院《规定》中列有相关内容，涉及到律师的



法庭教育职责。但《规定》并非法律，而是法院的指导性文

件和内部工作规程，尚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所以，律师履行

法庭教育工作职责行为是属于“准法定义务”。尽管非法定

义务，但律师也应当责无旁贷，当作一种法定职责，努力去

完成它。 （三）律师在法庭教育环节中的作用 也许，有的律

师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是“小儿科”，也看不起法庭教育活

动。笔者认为这是个错误认识，作为辩护律师，在少年法庭

上及法庭教育环节中是大有作为的，具有多方面影响作用： 

（1）法庭教育中，对少年被告人存在“一句定终身”的潜在

契机。法庭教育是在特殊场合下进行的，少年被告人在法庭

上通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后，已经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及认

识自己的错误，对法庭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已有所增加，平

时听不进的道理这时也容易接受。作为法庭教育主体的律师

（包括公诉人、审判人员）如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有针对

性和说服力的对少年被告人作引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有时往往是一句或几句动情的话语，能感动少年被告人流下

悔改的泪，甚而失声痛哭。这些可以相应增强少年被告人改

邪归正的信心，预防重新犯罪，会影响与改变少年被告人的

一生。 （2）律师优质的法庭教育行为，有“一石数鸟”多

重教育效应。律师在少年法庭上，面对的教育对象往往有四

方面人员：少年被告人、监护人、其他同案少年被告人及其

监护人。如果是在有10个未成年人案中，监护人则有10多个

。所以，如果律师能充分发挥法庭教育的内容和效果，法庭

教育会产生“教育一个人，影响一大片”的多重教育作用。 

（3）律师优质的法庭教育行为，有“一鸣惊人”的奇观良效

。作为律师，在法庭上利用可能的时机，树立与提高律师个



人以及律师整体的好声誉和形象。在少年法庭上，律师良好

的辩护风格、技巧，以及在法庭教育中能表现出高超的水平

和能力，会产生“一鸣惊人”的奇观良效，令大家对你刮目

相看。在少年法庭上，律师面对法庭教育的“听众”，不仅

是你所辩护的少年被告人，在共同犯罪案中，还有其他少年

被告人，有少年被告人的父母监护人，连审判合议庭的法官

、公诉人都是你的听众，所以作为律师不要放弃这个表现机

会。 五、律师在法庭教育环节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第一，要

注意配合合议庭进行思想教育的准则。法庭教育是一个庭审

规程，是在法庭的主持下进行的。作为辩护人的律师，应当

服从法庭的指挥和安排，按程序进行，不能违反。在教育内

容上，一般也是要围绕案情，参考《规定》中所列教育内容

，有的放矢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思想教育，律师讲话内容不能

漫无边际，离题万里。 第二，要坚持辩护与教育有机结合的

准则。就是要求律师先认真对待和履行好辩护职责，在这个

基础上再认真履行法庭教育职责，才能产生好的教育效果。

如果辩护时儿儿戏戏，法庭教育效果不会好的。 第三，树立

强烈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准则。首先，律师的职业道

德要求执业律师应是依据事实和法律，遵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律师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

为援人提供法律服务。其次，律师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中

，有的案件是接受少年被告人监护人的委托担任辩护人的，

这是收费有偿性服务；有许多是受法院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指

定而担任辩护人的，这是无偿性服务。那么，依照职业道德

及社会责任感，律师不管是委托案或指定案，有无经济收入

，都应一视同仁，都要认真履行职责，不能唯利是从，不能



“有钱多讲，无钱少说”。再其次，律师社会责任感的要求

，即是要律师真正站在教育感化、矫正、挽救少年被告人的

立场上，独立履行教育职责，不要受其他人的影响，不论审

判员、公诉人、监护人是否认真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律

师也要认真履行法庭教育义务。 第四，坚持维护少年被告人

合法权益的准则。依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是律师执业的

基本原则。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几方面应予关注：（1）

在少年法庭上，律师更应当充分维护少年被告人合法权益，

从每个细节注意，从整个审理过程予以注意。例如笔者在办

某案中，审判人员忽略了在庭上解除少年被告人的械具，违

反了《规定》第二十五条，我主动提示审判长，从而解除少

年被告人的手铐。再进行审理。别小看这个小动作，它可能

会使少年被告人对律师增加好感和信任度，为你有效进行法

庭教育创造有利基础。（2）现今能实行“圆桌审判”温馨审

判方式的少年庭不多，审判庭多是高台式的，法官、公诉人

、辩护人三面拱围被告人席，法庭上显示威严肃穆的氛围，

加上旁边法警?立，会导致少年被告人产生紧张、恐惧的心理

，影响法庭教育的效果。所以，如果遇到有法警肃立站陪的

情形的，律师可以向法庭提出建议，撤去站陪的法警，以营

造一个宽松的氛围，有利于开展法庭教育，效果可能好些。

（3）遇到对案件定性有异议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时，在法庭教

育环节中，律师发言应注意掌握分寸，应向少年被告人提示

和说明辩护人为其作了维权辩护，但最后应由法庭认定，引

导少年被告人正确对待即将到来的法院判决，不宜附从公诉

人有罪指控的说教法，避免辩护观点与法庭教育观点的矛盾

冲突。 六、律师在法庭教育环节中的教育方法 在法庭教育环



节中，要发挥出好的教育效果，选择教育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这要求律师先学习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了解青少

年心理特征和犯罪心理学知识，结合个人实际和具体个案情

况，采取适当的教育方式方法，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

。在现实中，没有现成的方法可参考，笔者根据体会归纳出

如下一些教育方法： （一）认罪服法教育法 法庭教育的目的

是让少年被告人明辨是非，认罪服法。所以，教育方法上是

启示和引导少年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危害性，认

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及犯罪应受到刑罚的必要性，促使少

年被告人知错知罪，心甘情愿接受法律的处理，不产生心理

抵触，对其个人今后减少或消除故意犯罪，预防重新犯罪发

生影响作用。 （二）浪子回头激励法 一般的少年被告人，尤

其是初犯、偶犯一时失足者，经过一系列的审理与教育，一

般是能够认罪悔罪的，但按犯罪心理学看，少年被告人往往

心理上处于?惶不定状态，产生自卑、前途无望的心理，需要

别人在心理上扶持一把，引向正轨，所以律师对其进行教育

，可以用激励法，帮助其提高自信心和自尊心。也可以选择

一些个案或著名人物浪子回头大有作为的事例作素材，进行

引导教育。 （三）亲情感动教育法 选择恰当、独特的教育切

入口，是取得教育效果的一种有效做法。实践中，可以利用

人际亲情关系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唤醒其良知和感

恩之情，促使其改邪归正。在法庭上，少年被告人的父母等

监护人参加庭审，父子母子一堂，百感交集，少年被告人面

对父母，终究是有羞愧之心的，监护人同样也会存在监护不

力内疚之情。律师可以利用父母子女舐犊之情，以父母养育

之恩去教育少年被告人，从管教不周致子失足去警示监护人



。另外，个别少年被告人亲情感较重的，因为其犯罪被收审

，致家中亲人长辈伤心重病或去世等情况的，可以利用这些

现实素材，教育感化少年被告人，能促使其当庭痛悔流泪。

要做到这点，要求律师深入了解少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 （

四）因人施教诱导法 未成年人刑事案中，个案内容及少年被

告人的个性特点均不同，对其进行法庭教育应因人施教。首

先，律师在开庭前，主动向少年被告人的亲属了解该少年被

告人的日常行为表现、性格特点、个人爱好与特长，从案件

材料中了解其犯罪原因（交友不慎、贪图享乐、家庭因素、

迷恋网瘾、黄赌毒）等情况，如果少年被告人曾有信函写回

家的，律师尽可能争取阅看，从信函中了解其心理活动（例

如有无亲情感、悔罪反映、关心什么），寻找法庭教育的切

入口。任何一个失足青少年都会有潜在的好的表现，尽量挖

掘与发现少年被告人的心灵闪光点，作为进行正面引导教育

的素材和突破口，乃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五）将心比己

教育法 人之所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完全是从个人私利和个

人体验出发，不顾被害人心理感受及利益，其心理与行为特

征是属于一种单向畸型心理行为。要矫正犯罪嫌疑人的畸型

心理行为，可以采取将心比己，设身处地的教育方法。一是

用置换角色的方式引导少年被告人，让其充当被害人，使他

产生受害方的心理感受，从而认识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产

生内疚悔罪心境，达到教育效果。二是有意识地把被害人受

害后的悲惨后果向少年被告人披露，也可利用案卷材料中被

害人受害后果的照片资料，让少年被告人知道自己行为所造

成的危害后果严重性，再引导教育其将心比己，充当被害人

角色，使少年被告人的心灵受到震憾，唤醒其潜在的天性良



知，产生对不住被害人的悔罪思想，形成自我教育效果。 （

六）反复引导教育法 这主要是从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律师

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时，先要会见被告人，在看守所会见

被告人时，除了了解案情，律师还应根据案情对少年被告人

进行第一次引导教育，教育其按事实供述，指出其行为的错

误所在，分析其行为发生的原因，帮助其初步认识自己的行

为性质。其次，就是到法庭教育阶段，律师再对其进行思想

教育，在这阶段的教育，因为经过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

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深度自然也应当比会见时有所补充和加

强，产生的教育效果也应当更好了。 （七）法律特殊保护教

育法 这个教育方法，主要是引用国家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

处理的方针原则，阐明党和政府、社会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

护和关怀。可从三方面进行：（1）法定从轻的法律保护规定

。说明未成年人犯罪后只要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必

然得到法律的从宽处理，得到从轻或减轻或免除处罚。（2）

不公开审理的法律保护规定。以此说明国家立法意图是保护

未成年人的名誉和自尊心，不向社会公众公开，使未成年人

的心灵免受大的创伤，使少年被告人理解国家法律维护未成

年人特殊权益的立法精神和少年法庭特殊庭审的初衷和意图

，以感化少年被告人。（3）法律援助的保护规定。律师向少

年被告人阐明法律援助的宗旨，律师又以自身的工作精神，

向少年被告人证明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的体现，

律师以无偿提供法律帮助的现实行为表现，会使少年被告人

产生好感和信任，对律师所作的法庭教育内容更易于接受，

从而能达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