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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笔录是现阶段诉讼活动的同步记载，司法笔录既是前阶段诉讼活动的客观记录，为后一阶段的诉
讼活动提供依据，又是其后各阶段诉讼活动的文字依据，是法律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阶段性的文字记录
和总结，是司法从业人员一项必备的业务技能。
任何一个诉讼阶段不制作笔录，审判活动都必然中断。
可见，司法笔录对于司法及其法律工作者是多么的重要。

传统的司法笔录方面的教材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即书写技巧和笔录形式。
但我们认为，在我国法治蓬勃发展的今天，作为法律园地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笔录也应该有所发
展，呈现新的面貌，所以在司法笔录里引入法律语言学的新成果是非常必要的。
司法笔录不仅仅是书写技巧和简单的笔录形式，也是对法律工作者的语言文字功底的检验。
一份好的司法笔录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其法律语言交际的再现，理应呈现出法律工作的全貌，而不
应该仅仅是一张白纸上的简单记录，否则，一次讯问或审问就显得异常苍白和单薄。
因此，在本教材中编者选择了有别于传统的做法，即在书写技巧和笔录形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法律语言
方面的内容，以目前最通行的司法文书的书写规范为基础，从实际训练的角度讲述了司法笔录的书写
基础、语体规范，并给出了大量的笔录实例和范本。

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介绍司法笔录的书法基础，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书写基本功，从传统的楷书
到实用的钢笔楷书，从传统行书再到钢笔行书的书写训练程序，最终进入司法笔录的快速听写训练，
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为作好司法笔录的打下书法基础。
第二编主要介绍司法笔录的语体规范。
司法笔录的书写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书记员对司法语言的把握和理解，只有熟悉司法笔录的语体规
范，才能保证书写的专业性、合理性及科学性。
本编通过对司法语体、司法问话、司法口语的全面阐述，使学生全面掌握司法笔录中除书写技巧和简
单格式外的司法笔录语言规范，全面提高作好司法笔录的实际能力。
第三编介绍了司法笔录的种类和实例，提供了目前法律工作中常用和所能见到的各种司法笔录的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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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动机。
动机是导致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内心起因，属于犯罪主观方面。
准确地记录犯罪动机，有助于区分犯罪的性质。
如因故与他人发生争执并故意将其殴打致轻伤与随意寻衅殴打他人致轻伤且情节恶劣，其性质是不同
的。
准确记录犯罪动机，有助于考察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主观恶性程度，量刑时可以作为一种情节参考。
如为追求享受而盗窃和为亲人治病而盗窃，虽然其性质同为盗窃，但前者的恶性程度比后者深，处罚
时会相应重一些。
准确记录犯罪动机，还有助于分析研究犯罪产生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犯罪的对策。
在记录时，首先要围绕问话人的思路搞清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动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
如果主观上既无故意又无过失，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如果确有犯罪动机，再弄清是什么样的犯罪动机，这一犯罪动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有的犯
罪动机比较复杂，如共同犯罪是经过精心策划然后才实施；有的则比较简单，如一时冲动而作案）等
。
（5）目的。
犯罪目的是犯罪嫌疑人在主观上所希望达到的外部结果，也属于犯罪主观方面。
准确地记录犯罪目的，有助于正确认定案件的性质。
例如，伤害致死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关键就是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什
么效果。
是仅仅让受害人受点皮肉之苦，以此警告呢？
还是要置其于死地？
这时候，犯罪目的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
在讯问中，犯罪动机与目的，有的是犯罪嫌疑人在供述中主动交代出来的，有的则是其叙述犯罪的来
龙去脉涉及犯罪起因时，经问话人有针对性的提问才回答的；有的是在讯问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内容
和犯罪事实后再重点讯问犯罪动机和目的，有的则可能专门就犯罪动机和目的讯问一次。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要详细记明犯罪嫌疑人是在什么原因驱使下、什么心理支配下进行犯罪的，特
别是一些复杂的犯罪活动，如共同犯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活动比较复杂，要针对犯罪预备的主观故
意部分重点记录，以便于定性和定罪。
（6）手段。
手段是犯罪嫌疑人为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具体犯罪方法。
在笔录中准确地反映犯罪手段，有助于区分犯罪性质（如抢劫罪与抢夺罪）、反映犯罪的主观恶性程
度和衡量情节轻重，同时也使一起案件事实显得要素齐全、清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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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笔录训练(第2版)》是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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