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判的心得体会(精选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
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审判的心得体会篇一

在中国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中，其中有一段历史深深的刻在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在那段日子里，多少爱国人士奉献出自
己的生命希望挽救自己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对
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最终，在二战结束后对战犯的审判中付
出了他们该付出的代价。《东京审判》记录了这一审判过程。

《东京审判》是在一种沉重而肃穆的气氛中缓缓揭开了序幕，
黑底白字，简洁而富有历史的韵味，主人公那深沉的声音，
带着我们走近了那段仿佛已经在记忆中淡去封尘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场对战争罪犯
的审判随即开始。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来自美、中、苏、法、英、的11名法官相继奔赴东京。受当
时国民政府委任，梅汝h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
《大公报》记者肖楠随行报道此次审判。1946年4月19日，审
判正式开始。审判过程中，日本辩护律师团副团长广濑一郎
公开置疑所有法官的资格，其疯狂和嚣张令法官们震惊。7
月5日，审判继续开庭，面对山口正夫的缄默，国际检察局亮
出神秘王牌，前日军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和清末代皇
帝溥仪的相继出庭，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让皇姑屯事件、
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系列日本侵华事实和分裂中国的
阴谋浮出水面。血的证据面前，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
垣征四郎等战犯心惊肉跳，度日如年。南京大屠杀作为单独
单元进行审判。松井石根极力狡辩、抵赖、推卸、否认，中



国检查组当庭展示搜集到的证据，一幕幕惨绝人寰的事实在
世人面前展现，让包括和田芳子在内的日本人陷入信仰坍塌
的痛苦之中。土肥原贤二以他多年做特务头子积累的经验,利
用英美法系的漏洞保持沉默，使得检察团及法官们无从下手。
板垣征四郎在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倪征燠面前低下了头颅；
东条英机在季南面前彻底溃败。东条英机失利的消息传遍日
本，被仇恨吞噬的北野杀害哥哥正夫、妹妹芳子，最终在肖
楠的手里熄灭仇恨的火焰。审判因量刑问题出现分歧，梅汝h
据理力争，终于以六比五的微弱优势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七
名战犯送上绞刑架。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
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爱国是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履
行的责任或义务。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源远流长。自古以来，
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人们的褒奖和景仰。

法官座次安排是中方法官代表梅汝h体现维护民族荣辱，体现
他爱国的第一件事。各同盟国也许根本就没想到中方会因座
次安排此事提出异意，并且会据理力争。在当时的国际形势
下，国际社会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他们以为安排中方代表
参加就已经是对中国的厚待了，而且还没把中国安排在苏联
代表旁边，这是很全面的考虑了。梅汝h第一次提出异意时，
用的是很平和的态度，甚至以幽默的方式提醒法官团重视这
个安排来表现对所有战胜国的尊重。第二次宣布座次的会议
前，法官团秘书通知梅汝h准时并着正式法官袍参加会议时，
他的凝思表现出他对公正安排的怀疑。果不其然，维持原来
的安排。这次，梅汝h用行动表达了他的抗议，用力地合上笔
记本，决断地起身离席，留下满场的谔然。韦博爵士追出向
梅汝h解释，梅汝h慷慨激昂地表达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受
的苦难最多、时间最长、损失最大，而且按照日本投降签署
次序来安排座次也是最公平的。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
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即使这样一个小问题，
一个1平方米大小的座位的安排，也象征着对中华民族的尊重



及对死去的数百万亡灵的哀悼。韦博以这只是彩排供媒体拍
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决定及中美关系来试图打压梅
汝h，他没有放弃、没有屈服于权势，他说的“如果这些照片
和报道传回国内，我的软弱令国人蒙耻”、“我对这是麦克
阿瑟的决定表示怀疑”及“我会向我的政府申请，如果不获
批准，我将自行辞职”充分表现了他维护国家尊严、民族荣
辱的坚持。他是中国的法官，意味着他要为中国做到一名法
官应该做到事，尽到他的责任。梅汝h这个11人的法官团中最
瘦小的法官，令所有其他法官对其肃然起敬。从梅汝傲身上
体现了中国人的骨气，也体现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他始终
维护着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所以在法官去远东军事法庭
彩排的时候，梅汝傲走在一群外国法官中间，他很坚定的坐
在了应该属于中国人的位置上。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h再次
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当时，
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h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
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
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
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
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h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
民写下的10多万字。

在本书中，日本人也有他们的爱国之心。

北野雄他是爱国的，他绝不容忍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他根本
无法相信自己所热爱的国家会在中国犯下那些不可饶恕的'罪
行。国家正处兵荒马乱之际――长岛原子弹事件刚使日本人
民损失惨重，国家首领又被送上军事法庭。每一个日本青年
都对外国势力充满了无限憎恨。他认为是中国给日本带来了
灾难。当他知道弟弟战死在中国战场时，他更加痛恨中国，
他心里的复仇的种子不断增长。当正夫告诉他弘已使他杀死
的，这导致他疯狂了。偏狭的国恨家仇以及当时军国主义的



过度侵害只能使他最终走向毁灭。看了电影《东京审判》，
好像给我们喝了一杯烈酒，燃烧起我们的爱国之心，又像给
我们打了一针清醒剂，促使我们对法西斯阴魂永远保持清醒
头脑。相信看完这部影片，很多观众会重燃爱国之情，也相
信很多观众也增加对日本人民的仇恨，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
决不是影片所期望的结果。

爱国主义绝对不是无尽的仇恨，对他国的鄙视，而是要我们
学习影片中梅汝傲法官在和外国势力交接中不卑不亢，坚决
维护国家尊严，在关键时刻站起来，大喝一声：“我不是斗
士，我是法官，中国的法官！”

审判的心得体会篇二

在我的工作中，我经历了许多审判案件以及参与各种类型的
诉讼程序。这些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了审判的严肃性和重要
性。我认为从我个人的体会中，审判不仅仅是一项法律过程，
它更是一种正义的表现，一个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一个公正
和平的守护者。

在我的几年审判工作中，我学会了专注于案件本身，而不是
走思维定式或先入为主。审判的过程是有规矩可循的，需要
仔细分析搜集证据以及从各个角度审视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
度。我逐渐认识到，仅靠口头陈述和直觉推断，是不够的，
正确的录取证据和正确判断平等对待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的
看法，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其次，我领悟到，在审判过程中，数据的优先性高于任何预
判或偏见。数据原本就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说服力，它们同样
可以证明事实性和处理能力。此外，透过数据的分析和评估，
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引起注意的问题或信息，这些事项必须
被认真考虑并相应地处理。

此外，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和细节。处理时，我们



需要了解案件的历史、关键事件、人际关系、法律条款和相
关指导文件等方面，才能对此保持充分的认识和坚持专业的
态度。有时，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新的法律问题和现实性诉
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格外谨慎和严肃，因为我们需
要达到的是一个能够公正维护各方权益的未来发展方向。

最后，在我的工作中，我也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法律
背后有人，审判背后也有人。审判的成功和最终结果将大大
取决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处理。我们需要理解当事人，有同情
心，包容他们的情感和复杂的人生体验，关注出现在法律面
前的宝贵的个体经验。

审判并不是一个简单而明显的过程，它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
务，需要专业技能和成熟的能力来保证其结果和公正。在我
的工作中，我不断地学习、探索和反思，不断提升自己的能
力和容忍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专业、高尚的品质，并为社
会和人性作出更有价值的贡献。

审判的心得体会篇三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保障，而审判是法律执行的重要方式。
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经过多年的审判实践，我的心得体会
是：审判需要公正、专业和人文关怀。

第二段：公正

审判的第一要素是公正。在审判中，要坚守法律底线，严格
按照法律规定行事，切不可因个人情感或其他不当因素影响
判决结果。同时，还需审慎审查证据，尊重当事人权利，确
保法律裁判的公正性。

第三段：专业

审判需要专业素养，包括法律知识、逻辑思维、证据鉴定等



方面。要根据案情和法律规定，科学、准确地认定事实，对
法律问题进行权威的判断。此外，还需注重司法人员综合素
质培养，如人际沟通、时间管理、压力管理等方面。

第四段：人文关怀

尽管审判以保持公正为主，但也要有人文关怀。审判不仅仅
是对刑罚和赔偿的决定，还关乎当事人的家庭、工作和尊严。
司法工作者应该在尊重法律精神的前提下，注重协调当事人
间的关系，关心当事人的心理和生活状况，使其在审判结束
后得到合理的安抚和帮助。

第五段：结语

总而言之，公正、专业和人文关怀是审判的三大要素。这三
方面不可偏废，相互配合，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审判环境。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一个公正、专业和人性化的审判系统是
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司法公正的标志，也是社会安全稳定
的基石。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我们更应该深刻体会这一点，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执行好法律，让人民群众从法律
中得到更多的保护和关怀。

审判的心得体会篇四

审判是法律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
益而设立的。在我成为一名法官后，我一直在审判中寻找着
自己的路，不断探究着这个职业的真谛。今天，我想分享一
些我在审判过程中所领悟的心得体会，希望能够与大家分享
交流。

第二段：审慎判断是核心

在审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审慎判断。在给出判决之前，我
会认真分析相关的证据和事实，准确评估每个细节的证明力。



还要了解案件中所涉及的法律条文和相关法律解释，以便更
好地理解并准确解释它们。当我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后，我才
会做出综合评估，并根据我的专业知识作出最终决定。

第三段：独立公正是原则

作为一个法官，我必须始终遵守“独立公正”的原则。这意
味着我不能受到任何外部力量的影响或干扰，必须根据自己
的判断权做出裁决。我不能捍卫任何一方的利益，而是必须
为保持司法公正而努力。我必须保护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
权益，即使这样做使我不受欢迎或遭受压力。

第四段：通俗易懂是责任

法律是非常复杂的，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其中的科学术语和
法律概念。因此，作为一名法官，我必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来进行解释和阐述。无论在法庭内外，我都需要向当事人和
公众传播法律常识，让他们充分了解我所做出的判决的理由
和过程。我认为这是提高公众对法律理解的重要方法，同时
也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第五段：专业尽责是追求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始终坚持专业尽责的原则。我付出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法律知识，参加相关的培训和研讨
活动，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能力。我坚持把自己视为一
名公民的代表，为造福更多的人而努力。这种精神和使命感，
始终激励着我在审判中追求更高的水平和更好的结果。

结尾：

审判是一项充满挑战和责任的职业。通过我的经验，我深刻
认识到，审慎判断、独立公正、通俗易懂、专业尽责是一名
好法官的几个重要特质。我将继续努力进步，为保护公民的



权益和维护司法公正做出承诺和贡献。

审判的心得体会篇五

前纳粹头目希特勒疯狂屠一杀犹太人，日本军队疯狂杀害中
国人民。为什么犹太人原谅了德国人，而中国人对日本人依
然很愤恨?那是因为在犹太人墓前跪下的德国远远比站着的日
本人高大!

《东京审判》讲述了二战结束后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的审判过
程。其中充满了艰辛艰难。虽然影片最后给了一个我们中国
人有些安慰的结局，但我始终觉得还没有真正结束，我们要
看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毁灭。东条英机被处以绞刑，
但他的灵位却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一而再
再而三的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度不满，甚至
整个亚洲人民都愤恨!

但是，我们除了愤怒，还能有什么措施?我们不能终止与日本
的任何往来，我们仍然要将日本作为一个出口国做生意。前
些阵子，又抵制日货的呼声，但无果而终。我很庆幸，幸好
没发生，因为日本人犯的是政治上的错误，而不是经济上的
错误。政治关系冷但经济往来热，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
活。

我们总是说一爱一国，一爱一国，可什么是一爱一国?憎恨日
本人永远不原谅?不对，我们看到电一影里依然有像酒馆的老
板一娘一一样的日本人，对中国人很热情，还会说流利的汉
语。这让我看到了希望，尽管小泉首相已在伤害亚洲人民的
感情，但安倍首相上任一再强调要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我相
信，中日人民会重归于好。

先写这么多，但我要说的不止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