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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参加理律杯的比赛，大家感受颇深，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充分认识到准备的重要性。对

于比赛如何准备，如何提高效率达到最好的训练效果，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讲究方

法和技巧。	  
	  
在书面文稿的准备上，无疑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和时间，对事实的认识定性分析，法律适用，

以及采用最恰当的理论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都进行了细致地考虑。对于写作的过程中发现

的很多法律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解决也是不断在学习进步和提高，充实了我们的理论功底。	  
	  
初赛的第一场是与北大的对决，北大选手充分利用时间表达自己的代理意见，毫无疑问越充

分的表述和说明对说服仲裁员的效果越有利。另外，北大选手注重礼仪，娓娓道来，大气从

容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二场比赛，武汉大学参赛队整个庭审中的从容表现以及

对于案情材料已达到熟记于心的程度，可见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快速的应变与反驳，华丽

辞藻的表达，以及最后陈述中对案件主题的升华和理解，都令人赞叹和折服，值得我们学习

借鉴。	  
	  
比赛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总结两场比赛，对于重点的把握，每一环节都需要充分准备。

无论在提问的设计和回答，以及最后总结陈词的表述上都要在比赛之前有所准备，当庭要随

机灵活的修改并总结。如果之前准备的不充分当庭不可避免会自乱阵脚。冷静沉着和从容在

无形中影响着士气和信心。	  
	  
	   	   	   	  同时，我们也更加清楚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欠缺的地方，让今后的学习和发展有了
更明确的方向，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关于值得借鉴和改进的地方，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在庭上同样如

此，官司的输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准备的充分与否。对案情的充分熟透，理顺思路，对每一

个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争议点都能深入理解，熟练表述。只有准备的充分，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不怕对方提出如何怪异的思路和意见。	  
	  
第二，培养提高临场反应的应对能力。针对对方提出的新观点新依据或是变更代理意见和思

路，要及时的临场反应，找出对方的破绽，总结观点并以充分的理由加以反驳。在庭上冷静

的思考，快速反应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需要加强练习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第三，说服裁判者。我们辩护的目的要说服法官或是仲裁员，而不是纯粹的辩论双方在互斗，

这时不管从语气神情和言语表达上，都要注意说服的效果。	  
	  
第四，分析抓住主要案件事实，提取对己方有利的事实，适用法律，从而支持己方的请求与

主张。根据已有的纷多证据来认定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客观的真实往往无法还原，所以要尽



量运用现有的材料来作有利的证明，让裁判者相信认定达到法律真实，这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经验，对于刚接触办案的学生非常具有挑战性。面对证据不足的状况，如何恰当合适的应用

此处空白为当事人作有利的辩护和避免不利的反驳，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分析的重点。	  
	  
其实只要有针对性的加强薄弱环节的训练，有重点地加强口头辩论表达的练习，提高和进步

都是指日可待的。	  
	  
另外，我感觉此次比赛的评分规则标准有待改进的地方。完全按照对每场辩手表现打分的分

数来进行排名有不妥之处，因为每个评委有不同的心证，即使打分项目分的再细，对分数的

评判每个评委内心标准不同，完全按照人为的判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难免会有偏差，这样

就会出现有的参赛队伍在初赛中两场比赛都胜出但却没有进入前四。建议采用足球赛的计分

规则，对每场模拟法庭的输赢和辩手表现分别进行计分，比如赢的得 1分，输的 0分，模拟
真实的法庭，按照法庭输赢得分排名，对于相同得分的队伍再考虑辩手表现的得分情况选出

前四强。这样对于模拟法庭的输赢有一定客观的计分标准，避免完全根据辩手表现打分的主

观偏差，更有利于实现比赛的公平。	  
	  
最后我还要感谢理律文教基金会和清华大学举办这项活动让法律学生们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相互学习和交流，在比赛中得到进步与提高，向着法律人的目标继续努力。	  
	  
祝愿理律精神弘扬，发展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