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介绍（申请认定） 

课程名称： 刑事诉讼法专题       课程代码： 2300114     选课人数：  10 

开课学院：  法学院                  授课教师：   彭海青  

育人要点 成效简介 

教师风范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研究所所长，《北理法学》执行主编。英国牛

津大学访问学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访问学者。在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等全国性著名出版社出版《刑事裁判权研究》、《刑事裁判共识论》等著作 5部、

译著《量刑与刑事司法》等 3部。在《法学研究》、《法学评论》、《现代法学》、

《法律科学》、《环球法律评论》、《比较法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100余篇，其中

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1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部级研究项目等省部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荣获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中国法学教育委员

会等学术奖励 10余项。 

 

价值塑造 

本课程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价值塑造充分体现在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中。 

本课程在教学设计中从两个方面融入价值塑造的内容：一是设置刑事诉讼基

础理论专题，其中包括刑事诉讼价值部分，如公正、效率、秩序等。二是在其他

刑事诉讼制度与程序专题中均涉及这些价值的具体运用，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专题中，就有该制度设置初衷系兼顾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与效率的诠释。又比如，

对于简易程序的设置专题中，包含简易程序的公正底限的讨论以及对效率价值最

大化设计路径的讨论 

本课程在教学实践中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均重视价值塑造问题。比如在采用研

讨式教学时，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对中外刑事诉讼中的价值取向发表看法，并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进行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政治正确的价值观。

在采用争辩式教学时，设置对具体制度价值理解的辩题，分为正反两方进行辩论，

让学生事先广泛收集阅读文献、充实理论与案例论据，通过课堂辩论，进一步澄

清各种主张的价值内涵与取向，通过亲身体验，感受价值冲突，从而自觉确立正

确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的刑事诉讼价值观。 

 

知识教育 

本课程注重刑事诉讼知识教育，根据研究生刑事诉讼法学知识体系进行教学

设计，在课程内容上既注重经典性又突出前沿性。主要包括以下知识内容：刑事

诉讼职能、构造、目的、价值等基础理论、2018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辨析、辩护

风险难题与破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的问题、量刑程序设置、死刑案件程

序问题、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当前刑事司法语境下无人车肇事问题、大数

据侦查的法律规制等。当前刑事司法语境下无人车肇事问题和大数据侦查的法律

规制这两个专题系结合当前人工智能时代中出现的无人车肇事、大数据侦查等新

问题新设的专题，结合这两个专题充分体现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科技+法律”

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要求，使学生关注人工智能时代刑事司法领域的前沿

专题。一方面，邀请作为北理工法学院人工智能法学教育实践基地的北大英华科

技有限公司的工程师给学生讲解人工智能、大数据方面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



由法学院教师讲授与之相关的刑事诉讼问题，从而帮助学生建立其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时代前沿话语与刑事诉讼法的知识联系，进而拓宽学习内容的范围，开拓

学习视野。 

实践能力

（创新性、

批判性、 

颠覆性 

思维培养） 

本课程旨在通过刑事诉讼知识教育、价值塑造，培养研究生创新性、批判性、

颠覆性思维，培养学生对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刑事司法改革以及刑事案件的思考

与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性论文。具体体现在教学设计、教学过程与教

学效果等方面： 

首先，在教学设计方面，教学内容的选择依据包括：一是前沿性。带领学生

关注刑事司法理论研究、法律规范、司法实践的前沿问题。比如 2018 年刑事诉

讼法修改辨析专题，就是刑事诉讼法学界最前沿的问题之一。二是创新性。引导

学生对于前沿问题进行个性化的、创造性的思考并提出创新性观点。比如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专题的设置，就是引导学生在众说纷纭的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

涵、价值取向、制度设计评判的观点中形成自己的创新性观点。三是启发性。启

发学生自行发现前沿问题，并提出崭新的分析思路，提出独到的思想和观点。教

学内容涉及中有让学生自行选择主题并自由提出分析思路与观点进行研讨环节。 

    其次，在教学过程方面，依托多种教学方法：一是运用混合式教学方法。采

用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上教学主要是通过案例视频、司法大数据为学生提

供生动直观的思考素材，为培养学生具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批判与颠覆性思维培

养奠定基础。二是采用研讨式教学。借鉴国外工作组、座谈等方式，以学生为中

心，提升学生的主动积极思考的能力与参与学生之间与师生之间互动的积极性。

鼓励学生对传统学说进行批判反思，勇于提出个性化颠覆性观点。三是采用实训

教学。对学生进行司法人员与当事人角色分工，让其参与刑事案件办理的全过程，

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这当中也使学生获得了充分体验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的

机会，亲身感知刑事诉讼法运行中的问题，进而激发起批判性与创新性。四是采

用争辩式教学。以案例或学术问题为争辩对象，让学生以刑事诉讼法基础知识、

基础理论作为依据，互相争辩，从中提升批判性和颠覆性思维。 

    最后，在教学效果方面，主要体现平时考核和最终考核：一是平时考核（占

比 30％）。平时考核是要求每位学生选择一个刑事诉讼方面的主题，配合 PPT,

做一个 20分钟的讲演，内容要求配合 PPT课件，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

上阐明个人观点，然后其他同学提出各自观点。其中有破有力，激发了学生们的

创新性、批判性和颠覆性。二是最终考核（占比 70％）。是要求学生每人完成一

篇学术性论文，要求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并提出个

人的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学生提交的论文中体现出了创新性、批判性、颠覆性思

维的提升。 

课程考核 

（此项属于选择项。请提供一份近期的、最优秀的研究生答卷，另附。） 

 

见附件（平时考核+最终考核）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放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