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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法官”亮相模拟法庭

“现在宣布法庭纪律。”扮演书记员的上
海市闵行区北桥中学（以下简称北桥中学）学

生李安琪神情严肃，清脆而洪亮的声音传遍
全场。

与北桥中学的孩子们一同亮相模拟法
庭的还有上海市普陀区澄源中学（以下简

称澄源中学）、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

中心虹口区工作站（以下简称市阳光中心
虹口工作站）和风华初中的同学们，在近一

个半小时的决赛活动中，四支队伍的扮演
法官、书记员、律师、被告等人员的学生们，

个个神情严肃，全身心地投入到法庭的角
色中去。

据悉，2018年的“小法官网上行”活动共
有近 300所中小学校参与其中，征集法律故

事近 500篇，其中有 10篇优秀法律故事被拍
摄成法律小品和模拟法庭。现场带来的四部

案例视频分别是北桥中学的《春天的蒲公
英》、澄源中学的《家庭教育不能缺席》、风华

初中的《勿让网络侵权成为一件伤害》和市阳
光中心虹口工作站的《改变从一杯咖啡开

始》，这些故事有的关注亲子关系，有的关注
青少年心理健康，都是针对性强、贴近实践、

贴近学生的好题材。

事实上，“小法官网上行”脱胎于另一个
面向未成年人的普法项目“春天的蒲公英”。

“春天的蒲公英”项目诞生于 2008 年，旨在
帮助青少年培养守法意识，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2012年，上海高院经与上海市教委、上
海团市委协商，进一步推出该项目的分支活

动“小法官网上行”，面向全市中小学生，让

每个学生都能接受法制宣传教育。从最初的
17所学校发展到现在的近 300所学校，7年

来，“小法官网上行”活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
“回家后，我和爸爸妈妈说了参加模拟法

庭的活动，因为主题是家庭教育不能缺席，我
就跟爸妈说，以后少忙一点事情，多陪陪我。”

澄源中学的梁俊琪在模拟法庭中扮演公诉
人，小小的他套在大大的制服里，稚气未脱的

小脸上满是认真，他在本次活动中获得了最

佳表演奖，另一位得此奖项的是北桥中学的
王潇潇。问及爸爸妈妈的回应，梁俊琪说：“爸

爸妈妈说当然可以了，而且说我现在法律知

识比以前懂得多了，在学校里长了一些见
识。”
梁俊琪的感受并不是个例。从老师到学

生，从校园到家庭，从家庭到社区，“小法官
网上行”在 7 年的发展中不断扩大着影响

力。

守法不是高高挂在空中的文字

12月 7日下午 4时，评委宣布了本届“小
法官网上行”活动决赛的获奖队伍，风华初中

最终夺得了一等奖。
为了让学生们深入体验“小法官”角色，

在暑假期间，风华初中和上海市静安区教育
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联合，用了 2个月

的时间来排练，并拍摄和制作视频。风华初中

副校长沈洁密切关注着孩子们的活动全过
程，她还记得，一开始到法院排练的时候，有

小朋友笑场了，带队老师没办法，只得请法院

的法警现身说法。
决赛当天，扮演法警的邵文骁全程表情

严肃、目光如炬，模拟结束后他有点腼腆地
说：“我今天没有笑场，连咳嗽都忍住了！记得

当时看法警给我演示，觉得自己和法警的差
距非常大，我就努力跟他学。”

沈洁从孩子的前后变化上看到了教育方

式的重要性：“小朋友知道要守法吗？知道。那
是什么不够呢？体验不够，尤其是真实场景的

体验不够。”她希望这样的体验式教育能多多
开展：“守法不是高高挂在空中的文字，而是

在点点滴滴中，让学生去体会、思考，贴近学
生的心。”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信息管
理主任张瑾瑜也十分希望能让更多青少年参

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市阳光中心虹口工作
站是本次活动中唯一一组来自社区的队伍，

为了社区青少年的活动参与，张瑾瑜付出了
很多心血。事实上，自 2013年“小法官网上

行”活动扩展到社区开始，张瑾瑜每年都会发
动社区青少年积极参加，不过相较于学校参

与数量的大幅增加，社区主体在这些年的活
动中，并没有明显的增长。

“我们服务的社区青少年年龄跨度大，
不如学校集合起来方便。”张瑾瑜谈到的这

些因素也使得来自社区的这支队伍没有非
常充足的排练时间。但时间的稀缺并不影响

孩子们参与的热情，参演模拟法庭的学生们
都来自阳光中心虹口工作站提供联校服务

的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扮演法官的学生冯
毅杰说其实从暑假拿到剧本后就开始准备

了：“感觉非常激动，自己真的像在法庭上，

很有代入感。”
有“代入感”的冯毅杰在模拟法庭上十足

有范儿，正襟危坐，神态庄重，他也被评选为
本次活动的两位最佳小法官之一，另一位最

佳小法官是来自澄源中学的顾阳洋。
“参加活动的孩子肯定是有触动的。”张

瑾瑜看到了青少年们在活动中的丰富感受：
“所以我觉得群体覆盖上可以更广，形式可以

更丰富。”

讲好青少年的法律故事

除了最佳小法官和最佳表演奖，还有两
位学生在活动中被评选为青少年法律形象大

使，市阳光中心虹口工作站的胡梦瑶和上海
市崇明区东门中学的严明杰。相较于扮演检

察官的胡梦瑶，严明杰没有进入模拟法庭的
决赛，但他在案例视频中扮演的沉迷于网络

主播并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少年形象给不少

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拍好故事，小小年纪的明杰努力背

台词，去上海市崇明区看守所现场拍摄，这种
情境的切身感受对严明杰的触动非常大：“演

这个角色就像我们自己，玩游戏可以，但是不
要痴迷，不要打赏主播，那是浪费钱财也浪费

生命。”

“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严明杰妈妈说到：
“中学生沉迷网络是个普遍现象，这个活动让

他能有一个认识，而他也能对他身边的人有
一些影响。”

由一个人影响到更多的人，是“小法官
网上行”活动的主办方共同的期盼。上海高

院少年庭庭长包晔弘告诉记者，为了延伸
“小法官网上行”活动的效果，在决赛结束

后，将会把 10 篇优秀法律故事拍摄成的法
律小品和模拟法庭上传到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少年司法保护网，并将相关的视频、文
字材料刻录到光盘中，赠送给各中小学校，

希望更广泛地普及法制教育，让更多学生
从活动中获益。

不仅如此，近几年，上海法院和教育系统
紧密合作、深入探索，开发了一系列符合教育

规律和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的法制宣传教
育活动，包括编辑发行以法制常识教育为主

的期刊《悦读法律》、建立以观摩体验为主的
“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等。2018年，上海高

院、上海市教委、上海市服保办以及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四方合作，共同推出《法治护

航 校园“零”欺》漫画读本，上海市教委青保
处副处长焦小峰介绍称：“目前漫画读本已经

覆盖上海全市初中，计划 2019年发放到小

学。我们希望用法院专业的法制宣传力量和
我们的渠道相结合，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培

养。”
现场出席活动并担任评委的上海市青少

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许贝宁，一
直以来关注着活动的发展：“今后要扩大活动

的影响力、覆盖面，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进
来。将来要结合互联网传播的特性，优化活动

的设计，青少年在讨论、分享中就能加深理
解。”

作为贴近学生的教育工作者，沈洁对讲
好法律故事的延伸意义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不能一个活动做完就结束了，需要系统思考
如何让孩子慢慢理解法律，学校之间需要有

交流，这样才能互相启发、有教育意义。”
许贝宁也表示：“在评审时要看严谨性、

规范性，同时也要看传播的影响力、讲故事的
能力，这可能会助力活动的长期发展，我们的

最终目的是让更多青少年关注法治、崇尚法
治。”图为模拟法庭现场（苏 戈 摄）

图为模拟法庭现场（苏 戈 摄）

“小法官”的第七年：让法治蒲公英乘风而行
    “啪！ ”法槌声响。 2018年 12月 7

日下午， 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法庭活
动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展开。

来自上海市静安区风华初级中学
（以下简称风华初中）的两位学生身着
校服、系着红领巾，对来自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上海市妇儿工委办公室、上
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青少年学
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 上海市
检察院、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
究会的相关负责人， 以及多所学校的
老师、 同学们说到：“欢迎来到第七届
‘春天的蒲公英———小法官网上行’

2018年上海市少年模拟法庭进校园进
社区展评活动的决赛暨颁奖仪式的活
动现场。 ”

张巧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