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書 5：法庭觀察-李佳玟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書 

一、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序號 113 

課程名稱 服務學習三：法庭觀察  
本課程開設次

數
*
 

非首次開課 

開課單位 學務處 課程屬性
*
 通識課程 

任課老師 職稱 系所 聯絡電話 e-mail 

李佳玟 副教授 法律系 56130 cwlee@mail.ncku.edu.tw 

教學助理 職稱 系所 聯絡電話 e-mail 

     

開課年級* 2 必/選修* 選修 

學分數/時數 0/1 
是否配置教學

助理* 
否 

修課人數 60 是否辦理保險 否 

每學期服務次

數* 
20 

服務單位如何

擇定* 
學生 

每次服務時數
*
 1 服務時段

*
 課餘時間 

是否要求進行

服務
*
 

是 
是否有固定服

務時間 
否 

二、課程目標 

本課程的目的在於藉由審判之實際觀察與記錄，以監督司法實務工作者（法官、檢察官、

辯護人、書記官、通譯、庭務員、法警）之表現。如此除了可提升司法品質之外，透過記

錄的匯集，可進一步挖掘司法實務的問題，提供未來司法改革的參考。本活動除了有強烈

的公益性質之外，更可讓學生瞭解訴訟程序與法律的內容。倘若修課者為法律系學生，本

服務學習將有助於其於大三刑事訴訟法的學習；對於非法律系的學生，本課程也是相當好

的公民法律教育，本服務學習課程因而兼具公益與教育功能。 

三、課程內容 

本課程分為三個部分。（一）期初：全體修課者必須前往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參與培訓課程，

並由民間司改會執行長帶領進行第一次法庭觀察。（二）期中：修課者依其方便可至南台

灣任一法院（包括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台南地院、高雄地院、高雄高分院、嘉義地院）之

刑事庭進行法庭觀察，於觀察後的隔天必須將觀察記錄上傳至教學平台。並於進行法庭觀

察 10 庭次之後繳交一份兩頁以上，三頁以下的法庭參觀筆記，記錄法庭內有趣、怪異、

不合理或其他值得記下的法庭狀況及活動心得。（三）期末：繳交一份兩頁以上，三頁以

下的法庭參觀期末報告，總結法庭觀察之心得。 

四、教學策略 

(一)服務學習：透過實地對法院的監督與觀察，一方面促使學生思考、反省參與審判者應

建立何種適當態度，另一方面使參與審判人員能夠更為認真地完成工作，以提升司法品

質；(二)課堂討論：學生重新組織法庭觀察經歷向同儕表達，除使學生在過程中提升口語

表達能力，尚可使學生了解不同角度的觀察，豐富法庭觀察的學習；(三)情境教學：透過

親臨法庭，使學生感受法官、被告、檢察官(或原告)富有感情地的訴訟活動，使學習不再



是文字上的交流。 

五、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程 

準備 

1. 第二週進行

第一次觀察培

訓，在民間司

改會執行長的

帶領下，進行

第一次的實地

觀察。(3hrs.) 

次數 內容 時數 

1 觀察培訓 3 

2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3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4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服務 

2. 第三週到第

十二週，修課

者必須進行 20

庭次法庭觀

察。 

5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6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7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8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9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反省 

3. 第十四週安

排所有修課者

分享觀察心得

並進行討論。

（2hrs.） 

10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11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13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14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15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慶賀  

16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17 法庭觀察與記錄 1 

18 期末心得分享 2 

合計 20 

六、合作機構 

合作機構 機構聯絡人 機構電話 e-mail 機構地址 

民間司法改革

基金會 

林峰正 02-2523-1178 contact@jr
f.org.tw 

104 台北市松江路 90 巷 3 號 7

樓 

七、講習訓練與服務進行方式 

(一) 講習訓練 

項目 日期 地點 內容 講師 時間 

觀察培訓 第二週 台南高分院會

議室 

並由民間

司法改革基金

會的義務律師

講解法庭觀察

之流程，並帶

領進行第一次

法庭觀察。 

司改會執行長

林峰正、台南

高分院院長、

李佳玟老師 

3 小時 

觀察心得分享

與討論 

第十四週 法律系教室 所有修課

者分享觀察心

得並進行討

論。 

司改會執行長

林峰正律師、

李佳玟老師 

2 小時 

(二) 服務進行方式 



修課者至法院進行訴訟程序之觀察時，應注意實務工作者（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書

記官、法警等人）之態度是否適當，其訴訟表現是否稱職，審判之進行是否存在問題，並

將之記錄於由司改會所提供之表格，至於整體的觀察心得，則記載於觀察心得報告中。 

八、評量方式 

項目 分數百分比(%) 

觀察記錄 40% 

期中與期末心得報告 30% 

出席狀況 30% 

九、預期效益 

司法的公信力低落，有些是媒體傳遞錯誤訊息，有些問題的確來自於司法人員本身的態

度。因而透過法庭觀察，將可讓學生實際瞭解法庭的運作，減少誤解，增加法律知識，並

可透過實際的監督，改善司法的品質。 

十、延續性規劃及具體作法 

鼓勵修課者在課程結束之後，持續進行法庭觀察，並邀請親朋好友加入全民監督司法的行

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