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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本刊 #$$% 年第 &# 期刊登了陈红老师的 “罗马法”教学实录，并组织

了讨论。本期的“备课日记”反映了陈老师教学思路的形成过程。教学研究的文章可

以写成通俗易懂的形式。叶小兵的 “听课随笔”反响颇佳。陈红的日记体也别开生

面。相信读者能够从中领悟精髓。

备 课 日 记
陈 红

’南京宁海中学，江苏南京 #&$$#! (

#$$% 年 ) 月 #% 日

下午，接到江苏省教育学院历史系何剑明老

师的电话，他让我参加由江苏省师资培训中心主

办的江苏省新课程观摩大会，&$ 月 #$ 日在无锡市

市北高中开一节示范课。课题可以自己定，但最好

还是按无锡方面的教学进度来定。

虽说参加过高中新课程教材和教参的编写，

但去年一直忙着带高三毕业班，真正接触高一新

课程实际操作层面不到一个月，讲什么好呢？在传

统的内容上出新意*还是探究如何处理新的内容？

早听说一位名校的资深教师说过，必修 （&）最难啃

的骨头是 “罗马法”这一课，老教材没有，据说教师

要么是讲深、讲繁了，学生听不懂；要么是处理得

太浅了，像是初中课，不能完成课标的要求。我也

来啃啃这块硬骨头？还是等等无锡方面的消息再

说吧。

&$ 月 & + , 日

天天开邮箱，没有信件。

&$ 月 " 日

下午收到何老师转发来的无锡方面的邮件。

天哪！竟然真是让我上“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拿

来校历算算，&$ 月 #$ 日是第七周，怎么上进度也

不该是第六单元的第 # 课“罗马法”，难道他们也认

为这是个难题，希望与南京的老师交流讨论？抑或

是无锡的同行向我发出了挑战？不管他们出此题

的原因了，我应战，就上“罗马法”这一课！

一、马上找来 “课标”，有关此课的 “内容标准”

是这样表述的：“了解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维

系罗马帝国统治中的作用，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生

活中的价值。”

二、读教材。初读，觉得教材条理还是比较清

楚的。但再细读，并根据教材列出授课提纲，改来

改去总是不满意。此时，我开始感到有些问题不明

白了，如教材上说：“罗马法从形式可以分为习惯法

和成文法；从整体结构上看：包括公民法、万民法

等。”这里的整体结构指什么？是法律本身的建构

吗？这五个有关法的概念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从教

材上引用的有关资料可以明显看出这部法的阶级

性，它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读了这些资料，可

以从一定程度上理解罗马法对罗马国家发展所起

的作用，但如何进一步去理解罗马法对世界的重大

影响，乃至 “课标”所要求的 “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

生活中的价值”？

唉，我该如何备这一课？郁闷！

#&- .$ 忽然想起一好友的先生是南京师范大

学大法学院的教授。立刻打电话给她，看她能否提

供罗马法的资料，她同意去先生的书架找一找。

&$ 月 ) 日

早晨第一节课后，发现办公桌上躺着本 《罗马

法》，我如获至宝地扑了上去，翻开一看是由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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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年群众出版社出的。虽然它已陈旧并泛

出黄色，但整整一个上午，没课时，我都在旁若无人

地专心读它，同事见了开玩笑说：今天我们的 “明

星”（因为我与某明星同名）被“黄书”迷住了。

是被迷住了，才看了一小时我就发现：对于《十

二铜表法》的内容摘编的角度不同，是可以得出不

同的结论的。如：“第九表 公法的第一条是：不得

为了任何个人的利益，制定特别的法律。”这不是

表明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吗？

还有，

“第三表 执行

一、对于自己承认或长官判决的债务，有三十

天的法定宽限期。二、期满债务仍不偿清，债权人

得拘捕之，押其到长官前，申请执行。三、此时如债

务人仍不清偿，又无人为其担保，则债权人得把债

务人押家中拘留，用皮带或脚镣拴住，但重量至多

为十五磅，愿减轻的听便。四、债务人在拘禁期间

可以自备伙食，如无力自备，则债权人应每日供给

谷物份一磅，愿多给的听便。五、债权人可拘禁债

务人六十天，在此期内，债务人仍可谋求和解，如不

获和解则债权人应连续在三个集市内把债务人牵

至广场，并高声宣布长官所判定的金额。六、在第

三次牵债务人至广场后，如仍无人代为清偿或保

证，债权人把债务人卖于弟伯河以外或杀死之。”

这样看来，欠债人沦为债务奴隶是有一个过程

的、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欠了债就必然会成为债务

奴隶。

晚上，继续爱不释手地啃那本 “黄书”，直至凌

晨 &：&"。

#’ 月 #’ 日

从 #"：’’ 开始展开更广泛的资料搜索。到凌晨

&：(’，读了下列书的相关内容：

《法律简史》)美 *约翰·梅西·赞恩著，孙运申

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年 + 月版。

《世界政治制度史》洪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 年 , 月版。

《人类文明的演进》齐世荣主编，中国青年出

版社 &’’# 年 $ 月版。

《西欧文明》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著，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 年 ## 月版。

《世界文明史》)美 * 菲利普·李·拉尔夫、罗

伯特·-·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

恩斯著，商务印书馆 #""$ 年 ( 月版。

从以上的制度史、文明史书中，我似乎摸到了

罗马法的发展脉络。想到新课程的理念，教学不是

允许创新吗？那我就自己重新设计课程内容！试试

看。

教学流程是：

导入：关于罗马的系列图片。（如：罗马城起源

的雕塑、万神殿、万神庙、斗兽场、圆形大剧院等）

探究一

#. 什么是罗马法？

&.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有哪几个阶段？

探究二

#. 罗马法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 罗马法为什么能维系和稳定帝国的统治？

它为什么会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法学的渊源和近代

法律的先驱？

探究三

#. 为什么当时奴隶制的罗马会形成博大而缜

密的罗马法/
提示：是罗马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主要

原因有：（#）疆域的不断扩大；（&）经济的发展；（%）

文化传统：用法的形式来解决矛盾；（!）法学家们的

努力；（(）皇帝的重视（如查士丁尼）等。

&. 学习了罗马法的发展史0 你有何启示/
提示：法制的建设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1罗马法一千年 2
法制的建设通过平和的方式。 1罗马法起源0

贵族与平民相互妥协3 发展4 万民法，罗马人与外邦

人的相互妥协 2
结课：法律是至高无上的0 它是政治文明的基

石。

#’ 月 ## 日

#(：%’ 是学校每周例行的教研活动时间，平时

分散于各年级组的历史老师聚集在一起。说完本

周学校教务处的工作安排后，我将刚写成的教案初

稿，向同事们作了汇报。他们认为，此方案确有新

意，但好像是给老师们做讲座，而不是在给学生上

课。有道理。

晚上反思，想起任世江老师在 《研究新课标教

材 推进新课程改革》一文中指出：“‘一标多本’情

况下，教师教学，第一，要选择重要的知识；第二，要

选择学生有能力认知的问题；第三，要考虑学术依

据。”什么是重要的知识？我想这应该是新课程所

探讨的问题。什么是学生希望解答的问题？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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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认知的问题又是什么？我应该到学生中去调

查。关于学术依据，应该再看一些新书、杂志，必要

时向高校研究世界上古史的老师请教。

#$：%" 到先锋书店买来《罗马法原论》（周

著，商务印书馆 &""! 年出版）、《世界文化史》

（’美 (林恩·桑戴克著，上海三联书店 &""! 年版）、

《世界文明史》（马克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版）。

#" 月 #& 日

上午课间，到高一（$）班（我校的一个普通美术

班）布置预习《罗马法的起源和发展》，要求质疑、提

出问题。

晚上看书，又有新的发现和体会。

一、找到重要信息，对本课内容有了新的理

解。

《罗马法原论》中谈到：“乌尔批亚努斯时采用

了三分法，即把法分为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

原来这三种法是适用于不同范围的，市民法即公民

法，适用于罗马市民；万民法的原意是指各国适用

的法律；自然法是制定法的对称，它是指合乎人性、

合乎理性的法律，适用于全体人类（包括奴隶），是永

远不变的、超时间、超空间的法律，一切制定法都应

以自然法为标准，因而它是最理想、最好的法律。

这么看来，教材的正文没出现，而在导入框和

小栏目 ’历史纵横 ( 中涉及的自然法其实是一种理

想的法，是法理思想，也是罗马法的最高峰。

这时，我对本课内容的选择有了新的理解：罗

马法的主要内容，不可能上课时给学生讲法律条

文，是否该理解为是指罗马的法制文明，而它最精

华部分是法理思想，即自然法。它所提倡的，人人

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是至高无上的，是

具有超越时间、地域与民族的永恒价值的，正因为

如此，才会对罗马、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只有强

调了这一点，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律在人类

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也许这也正是课标设计 “罗马法”这一内容的

意义所在？如 《课标解读》中所说的：“罗马法的创

设成型，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罗马帝

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这也为后世人

们理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法

律成为人类政治活动文明的基本条件。”

二、发现了重要资料：在 《罗马法》中 “自然人”

这一章中提到：“凡享有权利能力的人，就具有法律

上的人格，但要具备完全的人格，必须有自由权、市

民权和家族权。”“自由权是作为自由人所必须具

备的基本权利。”“市民权内容包括公权和私权。公

权，是指市民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私权，

包括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

再找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献资料：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切人

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他们固有的、

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一起追求幸福

的权利。

——— 美国《独立宣言》

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由于

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的明显要求，并且在事先公平

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能被剥夺。

——— 《人权宣言》

如果课上把这两部分资料作比照，应该是可以

比较清楚地说明罗马法的影响了。

今天收获不小，有点窃喜。

#" 月 #% 日

课间，与高一 （$）学生交谈时发现他们对西塞

罗比较熟悉，原来这是个美术特色班，学校的画室有

好几尊西塞罗的石膏像，他们都画过。好，我认为最

难的法理思想有了切入点，可以从西塞罗像导入。

晚上统计学生提出的问题。呵，真不可小看他

们，主要问题如下：

李迪思：耶林为什么对罗马法有这么高的评价

呢？

陈越：罗马法起源和发展是什么？

钱思佳：罗马法的内容是什么？

李雪凤：罗马法涉及的范围有哪些？

陈徐韵、李倩文、金梦蝶：公民法与万民法是否

相同？

陈志彤：罗马法与万民法有什么关系？

苏晓丹：自然法包括哪些内容？

朱王月、赵诗彤、钱鸽、都思佳、孙洁琼、孟月洁：

罗马法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施萌：为什么罗马法的内容会与资产阶级思想

相似？

梅博远：罗马法在这么庞大的罗马版图上如何

得以普及？

罗马法约束公民的基础和保障是什么？

罗马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宪法来一步步

巩固政权的？从罗马法相关规定中不难看出，这部

备 课 笔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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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存在着鲜明的政治导向和阶级色彩，那么罗马

法究竟能否推动社会的发展？这其中又有哪些阻

碍？

刘骁然：当罗马人正在编纂法律时，中国人有

没有编纂法？

经过分析，可以把学生的问题分为三个层次。

一、基础探究：

罗马法起源和发展是什么？罗马法的内容是

什么？罗马法涉及的范围有哪些？公民法、万民法、

自然法、罗马法这几个概念的关系。

二、深度探究

罗马法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为什么罗马法

的内容会与资产阶级思想相似？

三、多元探究

罗马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宪法来一步步巩固

政权的？从罗马法相关规定中不难看出，这部法律

存在着鲜明的政治导向和阶级色彩，那么罗马法究

竟能否推动社会的发展？这其中又有哪些阻碍？

当罗马人正在编纂法律时，中国人编法了吗？

无锡的学生会问些什么？我赶紧给无锡市北

高中的联系人发 #$%&’，征集市北高中学生的问

题。

整理了学生的问题，我开始调整教学设计方

案。

"( “基础探究”题目不变，这也是 “课标”所要

求的基本内容。

)( “深度探究”题改为：罗马法的作用和影响

是什么？罗马法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和产生

如此大的影响？

*( “多元探究”变动最大，几乎将原来的设计

全部推翻。因为经过思考，觉得原来的第一题 “为

什么在当时奴隶制的罗马会形成博大而缜密的罗

马法+”太大，第二题“学习了罗马法的发展史, 你有

何启示+”对于学生来说太空，而且这种设问没有思

维意义。不如干脆换上来自学生的问题：“刘骁然：

当罗马人正在编纂法律时，中国人有没有编纂

法？”“梅博远：从罗马法相关规定中不难看出，这

部法律存在着鲜明的政治导向和阶级色彩，那么，

罗马法究竟能否推动社会的发展？这其中又有哪

些阻碍？”前一题是东西方的比较，而后一题正好

反映出罗马法的局限性。

"- 月 ". 日

继续读书，重点解决学生提出的多元探究题。

如何看待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法？看了 /美 0 林

恩·桑戴克著的《世界文化史》和马克主编《世界文

明史》。

如何看待罗马法的局限性？再次翻阅周的《罗

马法原论》、齐世荣的 《人类文明的演进》，还看了

《中学历史教学》)--1 年第 1 期上陈文海教授的

《关于古代罗马文明与罗马法》。

"- 月 "! 日

电话请教南京师范大学的祝宏俊老师，收获颇

丰。他提示我本课要注意的三个关键点：一、罗马

法形成时的《十二铜表法》，是平民与贵族特殊斗争

相互妥协的结果；二、罗马法发展过程中，自然法是

法理思想，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是罗马法的高度完

备；三、罗马法的影响和意义，要重点强调罗马法的

历史地位。

我向祝老师请教了教案中的几个主要结论，

如：“以《十二铜表法》为开端、《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为总结的罗马法经历从落后到先进，由低级到高

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完备、完善的过程，成为古

代世界最为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还有，“罗马法

是维系和稳定帝国统治的工具。它还成为近代资

产阶级法学的渊源和近代法律的先驱。”得到祝老

师的认可。

精神振奋，再整理教案。

"- 月 "1 日

开始制作课件。在网上搜索图片时发现不少

游戏图，啊，原来电脑游戏中有“罗马帝国荣耀”“罗

马帝国时代”“帝国罗马复兴”⋯⋯游戏可是学生平

时最感兴趣的。我决定放弃原来准备用于导入部

分的雕塑、建筑等系列精美图画，改用学生熟悉的

电脑游戏画面导入新课：

“同学们可能对这些电脑游戏很熟悉，玩游戏

的关键是什么？是要守规则，就像人类社会发展需

要有法制一样。你们知道古代世界最为系统完备

的法律体系是什么？是罗马法。

⋯⋯”

"- 月 "2 日

上午，第三节课在高一 （3）班试讲。除本组没

课的老师，还特地请了一位外语老师来听。

课后进行评议，依我们组的惯例，只说缺点和

问题，不谈优点。组员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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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部分效果非常好，但游戏运行太快。

"$ 许多内容可能还是由教师来叙述更好，在

新课程中也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优势。

%$ 课件设计方面，有的幻灯片烦琐了，有的太

简单，还需调整。

&$ 什么是自然法说的似乎还是不太明白。

!$ 总体感觉把理性的课题上得很理性，但对

于高一学生来说能否再增加些感性的内容，如一些

故事。

外语老师提出：能听懂，而且很清楚了，但与英

语公开课比较，学生积极性似乎调动的还不够。

课间，我又找到（’）班学生，了解今天这节课的

效果。他们反映课堂上用学生问题方式呈现很好，

知识方面能基本掌握，作用和影响也能理解，但希

望老师叙述时能增加一些故事、课上再多一些讨

论。

晚上，打开邮箱，收到无锡市北高中强老师发

来的学生问题。

#( “罗马建立了第一个海外行省西西里”句中

的行省与中国元代的“行省”，有何区别？

"( 如果当时的罗马与当时的中国发生战争，

哪一方更强？

%( 想了解罗马神话。

&( 对屋大维的人生历程感兴趣。

!( 奴隶被买卖，到何时罗马不再有奴隶？

)( 奴隶和自由人有什么区别，自由人是如何

沦为奴隶的？

*( 罗马的奴隶受保护吗？

+( 罗马贵族制定的罗马法，既然贵族在没有

法律的情况下受益，但为什么还要制定法律呢？

’( 罗马法对现在的法律有什么影响，罗马法

与现在的法律有何联系？

#,( 罗马法对哪些人不公平？为什么？

看了这些，我决定接受听课老师的意见，并把

无锡与南京两校学生的问题组合起来，再次整理教

案：

一、学生问题的调整（见《历史教学》",,) 年第

#" 期本课的实录——— 编者提示）。

二、内容的调整。

#$ 增加了保民官的设立，取消债务奴隶等故

事。

"$ 为了使 “自然法”这部分再进一步明确化，

翻阅了周 的《罗马法原论》中的“罗马法分类”部

分。书中说：“自然法的思想，是共和国末期从希腊

传入的，并非罗马所固有。”“自然法的概念是亚里

士多德提出来的，斯多葛学派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西塞罗承袭并发扬了他们的学说，认为在自然中有

真正的法律，这个法律代表理性、正义和神的意

志。”那我原先把教材中说的西塞罗是 “自然法之

父”理解为是 “自然法的创始人”，错了？就这一问

题，再次电话请教了祝宏俊老师。祝老师说：“西塞

罗的身份叫自然法的创始人不合适，更准确地说是

‘古罗马自然法思想的主要倡导者 - 。他把古希腊

的自然法思想介绍到罗马，为罗马人所接纳。自然

法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认为自然界中存在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却又必须为人所遵循的理性，即规

则。后来有一些思想家为了论证人必须遵守这一

理性，将它与人人必须顶礼膜拜的神等量齐观。自

然法认为在具体的人为制定的法律之上还有一套

更高的法律，这个法律是所有的人，不分地区、国

别、种族都必须遵守的。”

这下我又明白了一个问题！马上对这部分教

案作调整：

西塞罗 （前 #,) 年—前 &% 年），古罗马自然法

思想的主要倡导者，把抽象的哲理与具体的罗马法

相结合，认为法源于自然。在西塞罗之前，希腊有

些哲学家认为，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着理性，这些理

性借助自然界的客观物质表现出来，他们认为这些

理性像神一样神秘、伟大，同时他们把抽象的理性

与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质结合起来，也是想用自然界

对人类的重要性来说明理性的重要性。西塞罗吸

收了这些思想，认为人间的法律就是那种神秘理性

的具体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法律的地位，人人必

须服从法律。同时由于自然对人无所挑剔，那么人

在自然面前也就无所谓高低，也就是说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了。自然法认为在具体的人为制定的法

律之上还有一套更高的法律，这个法律是所有的

人，不分地区、国别、种族都必须遵守的。概括起来

说，自然法的精髓是——— 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法是至高无上的。

⋯⋯

三、课件的调整。

原来用两张幻灯片做第一部分的小结，如下：

幻灯片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起源：习惯法——— 成文法

发展：公民法——— 万民法

高峰：自然法

完备：《民法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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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为何怕风怕光

林彪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参加过北伐，井冈山时期是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 ##! 师师长，解放战争指

挥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有关回忆林彪建国后的文章总说，林彪怕风怕光，住宅的窗帘厚厚的，屋里白天也要开

灯。人们纳闷，叱咤风云的将军身体如此是如何打仗的呢？

林彪的身体原本就不是很强壮。#$"% 年 # 月凌晨，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林彪奉命率 ##! 师直属队西进，途经

山西省隰（&’）县阎锡山的 #$ 军防区时，因他穿着刚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骑着日军战马，#$ 军哨兵误以为他是日

军军官，一枪击中了他的胸膛，而且伤及脊椎神经，从此落下了怕风怕光的怪病。

幻灯片 表现形式：习惯法、成文法

适用范围：公民法、万民法

法理思想：自然法

体系完备：《民法大全》

现改为：

幻灯片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形成：习惯法——— 成文法（表现形式）

发展：公民法——— 万民法（适用范围）

高峰：自然法 （法理思想）

完备：《民法大全》 （体系完备）

这样把从时间顺序和不同角度来梳理罗马法

的发展相结合，学生看起来应该更清楚了。

四、探究方式的调整。在“罗马法”这样一个理

性的课题下( 如何进一步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兴趣

和积极性？这是我今天要想法儿解决的最难题了。

怎么办？

排练小品？可能对于感性的内容好些，这课似

乎不太合适，而且会让人感觉有点假。

假想导游历史，编些假设的案例？也不好，我有

历史文献资料，为什么还要假设呢？

激发学生思维？三个层次的问题，角度、梯度不

一样，如果我把它们变成同一个问题连续发问效果

会如何？是否会引起悬念？引起学生的高度注意？

“基础探究”、“深度探究”、“多元探究”三个层

次都问同样的问题：“罗马法是什么？) 问第一次时

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大反映？连着问第二次、第三次

⋯⋯学生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又该是怎样一副表情

呢⋯⋯嘿嘿！去试试！

#* 月 #% 日

调试课件。

考虑到三个层次主要问题的维度不同，调整

为：“罗马法是什么？”“罗马法还是什么？”“罗马

法又是什么？”

#* 月 #$ 日

下午乘火车去无锡。

#%：**，好不容易找到报到地点——— 地处 "#+
国道边的无锡百达宾馆。进入大厅人头攒动，听接

待人员说不仅有本省的代表，而且还有许多是从安

徽、福建、浙江、海南、河南来的。

#* 月 +* 日

上午( 在天一中学开大会。

下午( 到市北高中去上课。

⋯⋯

课堂上一切进展顺利，三个层次的探究逐步推

进，课堂气氛越来越热烈⋯⋯

当学生在 《西塞罗 〈对弗里斯的控告〉》的油画

背景下激情朗诵了那段经典演说后，我接过话筒开

始说本课的结束语：

“两千多年前西塞罗的精彩演说，表达了法律

是至高无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回顾罗

马法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罗马法制文明的进程

是循序渐进的；罗马法对罗马国家发展和强盛起到

过巨大的推进作用；罗马法中所蕴涵的人人平等、

公正至上原则，具有超越时间、地域与民族的永恒

价值！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话音未落，掌声响起⋯⋯

【作者简介】陈红 , #$-- . /，女，南京人，南京市宁

海中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育及

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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