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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 X 國民法官 

司法院偕同衛福部桃園療養院   

共同舉辦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如果有一天坐上法檯，您會如何做出判決？ 

為推廣國民法官新制度，體驗式的法治教育活動，廣受好評；

司法院與所屬法院亦積極共同推展多元宣導活動。於11月13日（五）

下午2時至5時，司法院與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共同舉辦首場「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

安排精神科醫師、心理師、護理師、社工師、藥師進行「一日國民

法官」體驗，跳脫診護病人的日常，轉換角色作為法庭上審判案件

的其中一員。 

首次結合社區、醫療機構辦理模擬法庭活動 

本院林輝煌秘書長致詞指出：國民法官制度是重大的審判制度

變革，為讓國民順利參與審判，必須實現聽得懂、看得懂（眼見耳

聞就足以理解）的審判程序、塑造安心參與審判的環境，更需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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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民對國民法官制度的理解與認同，因此司法院規劃在校園、社

區、企業、機關辦理各種宣導活動，今天的模擬法庭活動正是結合

社區、醫療機構辦理活動的第一步，參與者回饋的寶貴心得與感想，

都是在未來兩年準備期間內持續精進改善制度的重要參考；本次模

擬法庭採用因為長期照護而導致的案件，這是高齡少子化、老老照

護逐漸普遍的今日，我們所共同面對的社會課題；而面對生活中各

種壓力與挑戰，應如何自處、評價，有太多值得深思的議題，需要

不同背景的人們一起討論及貢獻生活經驗與智慧，這正好體現了我

們期盼社會大眾參與司法審判的初衷。 

社會議題．共同參與 

桃園療養院邱献章院長致詞表示：最近許多重大社會事件涉及

精神障礙議題，該院作為精神醫療的重要機構，進行研討責無旁貸，

精神醫學機構與司法機關攜手舉辦本次活動，互動良好且合作無間。

桃園地院邱瑞祥院長也呼應邱献章院長致詞內容，表示：司法與醫

療的合作，讓司法審判更為溫馨，今天走進桃園療養院，看到各項

準備工作，眼睛為之一亮，正是這一階段宣導期希望達到讓人民對

制度有印象的目標。本次活動並有國立政治大學楊雲驊教授、法務

部綜合規劃司林麗瑩司長等來賓蒞臨；另桃園療養院共有100多位同

仁在現場或延伸法庭全程觀看模擬法庭活動的進行。 

桃園療養院按原尺寸打造模擬法庭 

為使本次模擬法庭活動更加擬真，桃園療養院特別以1：1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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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將法庭全貌搬到醫院的階梯教室，打造出跟現實法院不分軒輊

的場景，並且將國際會議廳打造成延伸法庭，讓所有參與者彷彿置

身在真實的法庭場景中，不論法庭內、法庭外的布置，都使人充分

感受到桃園療養院同仁的用心與熱情。 

模擬審理長期照護引發事件 

司法院也特地為本次活動重新撰擬一套以長期照護為背景的模

擬法庭劇本：被告多年來長期照護被害人即有思覺失調症的姐姐，

某日與被害人口角衝突後，持刀刺入被害人的腹部，被害人經送醫

急救後始倖免於死，檢察官主張被告犯殺人未遂罪；被告及辯護人

則辯稱被告行為時只有傷害的意思。本次模擬法庭活動，由桃園地

院法官、桃園地檢檢察官擔任審判長、檢察官，由桃園療養院護理

長扮演辯護人的角色。此外被告、被害人、證人、書記官、庭務員、

法警等，均由桃園療養院同仁扮演，事前多次排練；而獲選擔任國

民法官、受命、陪席法官的醫護人員，則是在模擬法庭中，始首次

聽聞事件經過。 

致力於簡明易懂的審理程序 

在審判程序中，審判長、檢察官、辯護人都使用簡明易懂的白

話用語，說明審理原則。為了讓國民法官清楚瞭解事實、證據與法

律規範，檢察官、辯護人無不卯足全力進行攻防，闡述自己的意見，

扮演被告、被害人、證人的同仁也用心揣摩並投入角色情境，宛如

一場真實的法庭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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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討論的評議過程 

辯論終結後的評議階段，在審判長親切地說明法律基本原則後，

所有國民法官都熱烈提出自己的觀點與意見，有國民法官認為被告

長期照護著被害人，係因衝動而行為，沒有殺害的意思，所刺並非

致命部位，最多只能認為有傷害的意思；也有國民法官認為殺人的

意思存於行為當下被告的心理狀態，在「照顧者負擔」（Caring 

burden）的情境下，被告固然出於衝動，但其是用刀刺被害人，導

致被害人大量失血甚至一度病危，至少有不確定殺人的故意；而審

判長雖表明其心證傾向於殺人未遂罪，最後超過2/3意見仍然認為不

能認定被告有殺人的意思，應判處傷害罪。 

量刑評議階段，國民法官及法官考量被告持刀刺入被害人身體

之情節、被害人所受傷勢、被害人之意見、被告處在長期照護的疲

累情境等因素，經過充分且熱烈的討論，最後多數意見決定判處被

告科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 

在國民法官進行評議時，桃園地院也商請多名法官到現場，帶

領其他觀摩的醫護同仁，分組組成影子國民法官團，一併模擬討論

論罪與科刑。 

對話的影響力 

在會末的交流座談中，桃園療養院邱院長表示，見到院內的醫

師與同仁與法官互動如此熱烈、開心，感受到法、檢、醫的溝通對

話，面對及解決問題，可以讓臺灣社區更安和樂利、民眾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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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刑事廳彭廳長則徵詢在場參與人員感想，大家均認有法官在

場與國民法官共同討論，有助於國民法官在了解案情及法律的情形

下，充分表達意見及完成審判職責；彭廳長也回應，國民法官制度

可促進法律專業與社會多元意見的對話，不僅讓一般國民更瞭解司

法審判制度，更常聽到的是法官因此受到的觸動與啟發，在對話中

感受國民帶來的生活經驗與價值觀，不僅影響參與的案件本身，更

將影響法官審理的其他更多案件。 

國民法官斜槓人生．法袍醫師袍換你穿 

座談會在本次活動主要承辦人田心喬醫師的引導下，氣氛活潑、

討論熱烈，大家對於未來如何勝任國民法官的任務，提出許多問題，

也分享豐富的感想。活動最後，以「國民法官斜槓人生」為主題，

由桃園療養院邱院長穿上法袍，桃園地院邱院長則換上醫師袍，體

驗不同的身分；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合審合判、在法庭上共見共聞，

醫護人員導入的醫療與生活經驗，運用人生經歷及處事角度，表達

看法，產生對於評價社會事實的各種可能性，豐富判決的視野。本

次的模擬法庭活動，正是司法與其他專業領域跨越藩籬，相互對話

的典範。 

司法院官網「國民法官專區」歡迎您 

網路時代，在社群媒體發表意見十分容易，然而，實際出席法

庭，面對社會事實起因與證據面貌的多重可能，要如何理性的表達

及本於證據作出判斷，會是一場珍貴的民主法治體驗。為了讓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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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瞭解國民法官制度，司法院將持續在社區、機關、團體、學校

推動各種國民法官制度宣導活動，也會持續上傳更新包括懶人包、

動畫、漫畫、文宣等各種宣導資料，歡迎所有民眾隨時到司法院官

網「國民法官專區」取得重要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