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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版本信息截图 

（一）教材版权页（第一次印刷 50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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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版权页（第二次印刷 80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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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指导行业专家团队 

（一）刑事诉讼法学权威专家——陈卫东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

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律师业务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

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刑法学会

中国分会副主席等职，受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公

安部特邀监督员、司法部司法考试命题专家委员，是北京市人民检察

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等单位的专家咨询委员

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山东大学等高等

科研院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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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赵玉东 

 

 

赵玉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

参加工作以来，先后从事民事、刑事、执行、立案等领域的工作，实

践经验丰富，办理了大量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被授予“北京市法

院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两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撰写的调研文章和学术论文发表、获奖 10 余篇。

2011 年获评“北京市法院第一届民事审判业务标兵”，2015 年入选北

京市政法系统“十百千”人才工程“百”层次人才，2020 年被评为

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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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级高级检察官——杨征军 

 

 

杨征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高级检察官，副教授职称。不仅具有丰

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还曾任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应用法律系副主任（主

持工作），讲授《刑法》《刑事诉讼法》《法理学》等多门课程，深谙

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熟悉首都法律辅助人才的培养要求，多次作为行

业专家对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法律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实

习实训等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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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事辩护资深律师——赵运恒 

 

 

赵运恒，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原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全国刑事业务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任北京星

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兼任北京市律师协会智库刑事合规专

家组牵头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会

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承办过多起国内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社会经纬》，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

以及《法制日报》、《财经》、《21 世纪经济报道》、东方电视台《律师

视点》、香港凤凰卫视、《大公报》等都曾进行过多次报道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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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配套数字资源网址 

（一）国家级法律文秘专业教学资源库《刑事诉讼法原理与

实务》 

 
 

网址：http://flwm.bcpl.cn/  

账号：124510000501 

密码：123abc 

http://flwm.bcp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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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级在线精品课《走进刑事诉讼》 

 
 

网址：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19086611 

账号：13601268830  

密码：zxh13601268830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1908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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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相关成果证明 

（一）国家职业教育法律文秘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结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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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级教改项目《刑事诉讼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立项

和结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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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走进刑事诉讼》立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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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应用效果证明 

（一）教材使用单位的评价 

1.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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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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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苏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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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西警官职业学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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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全国司法职业院校法律实务技能大赛获奖情况 

1.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获得团体一等奖和个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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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获得团体一等奖 

 

3.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获得个人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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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政法职业学院获得团体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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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实训单位对学生培养质量的评价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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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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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市东方公证处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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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市金虎律师事务所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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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团队荣誉 

（一）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1.获吉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获河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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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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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全国及省级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中获奖 

1.获全国司法职业院校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 

 

2.获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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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北京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一等奖 

 

4.获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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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全国司法职业院校法律实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29 

 

（四）获省级优秀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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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编风采 

 

 

 

刘昂，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教授、审计处副处长。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后，德国马普外国及国际刑事法律研

究所访问学者。兼任北京市十二届青年联合会委员会常委，北京市律

师协会职务犯罪预防与辩护委员会委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金融犯

罪研究中心顾问，北京市金虎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多家院所特

聘教授。曾荣获北京市首届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奖、北京市三八红

旗奖章、北京高校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等各项奖励

40 余项。现已独著、合著著作 10 部，发表论文 60 余篇，主持、参

加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研究 3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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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加省级教学比赛获奖 

1.获第七届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2.获第七届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最受学生欢迎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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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第七届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最佳教案奖 

 

4.获北京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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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课堂教学二等奖 

 

6.获北京市职业院校信息化比赛高职组课堂教学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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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1.获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2.获司法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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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获奖 

1.获首届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奖 

 

2.获北京市职业院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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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4.获全国司法职业院校法律实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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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首届首都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6.获北京市青联优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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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项目及成果 

1.主持完成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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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 

 

3.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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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表性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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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服务与学术交流 

1.被聘为大兴区人大法制委专家顾问 

 

2.被聘为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课程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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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邀参加北京市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评查工作 

 

4.应邀为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做法治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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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思政建设情况 

（一）“12333”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图 

 

（二）课程思政元素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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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体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