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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时代' !民法学" 课程教学改革思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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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权利的法治思想的法典!我国民法典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它是一部权利保障书!也是体现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科书"将民法典的精神与内容!有效地

融入法学专业本科 ,民法学-课程!因此!深入地挖掘我国民法典的思政元素!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建设

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以 #立德树人%为思想目标$培养担

任民族复兴重要使命时代新人才的重要保证"具体!通过在本科 ,民法学-课程的授课过程中!着重阐释 #诚实信

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还有比如具体的民法理论制度的精神内涵!注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

以及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良好素质和法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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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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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

正式审议通过了 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具有十分重要的立

法意义#这也是新时代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重大成果%

当下#我国民法典刚刚颁布的大背景下#深入贯彻$学习 0民

法学1课程中的 )思政精神*内容#同时#这也是让大学生充

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要意义#推动我国民法典的实施#

更好推进和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

地保障广大人民权益的非常重要的途径%民法典刚颁布背景下#

0民法学1的授课内容紧密贴合 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对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个自信*理论内容的全面践行$同时

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非常好的领会与传播% 0民法学1

中对人格权的尊重#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无不体现了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视与维护#无不体现了

国家对人民的关怀%

一#民法典时代- &民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意义

'

%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我国顺应了实践发展要求和广

大人民群众期待#把编纂我国的民法典工作#放在了重要的日

程中#并一直努力致力于这项工作%后来#十八届四中全会作

出了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编

纂 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工作作出了部署%主持了共
"

次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了
!#%+

年 0民法总则1$

!#!#

年

0民法典1等
"

个草案%在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了五年

多的时间#我国民法典的正式颁布$实施#同时也实现了几代

人共同的法治梦想和追求%

0民法学1课程#是高等教育中法学专业的一门核心基础课

程#也是法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它是一门使该专业学生了解民

事法律制度$掌握民法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理论#主要为学生

今后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提供重要民事实体法的知识与技能的

学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目标#就是在习近平总

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以我们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地去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

其法治理论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地惠及于全体人民%在我国

民法典刚颁布实施的背景下#0民法学1课程对于人民权利的尊

重与爱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是一致的&民法是充

分爱护人$关心人$保障人的尊严法.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对于

所有权的限制$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对于归责原则多元化

的设计$对人格权的重视$对侵权法适用范围的扩张$对交易

规则的国际化设立$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无不体现了对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视与维护%

二#&民法学'课程中所蕴含的及可掘的思政元素

在我国全国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内容中#特别指

出的是 )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去#

并且#要努力推动 2思政课程3向 2课程思政3思想理念的转

变#深入地去挖掘$发现各门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完善民

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课程体系建设#从而实现教育教学整个过

程中的融入式育人$全过程式育人的思政教学改革的思想理念

格局%*

'

!

(将 0民法学1法学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 )爱国主义

精神*内容与法学专业内容进行有效融合#对于当代大学生正

确进行思想价值观培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教育教学任务%

$一%专业课授课中)如何挖掘 +思政点,1

%8

可以从专业课知识点中发掘思政元素%

!8

通过研究教学内容#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8

通过失败教训$警示性的问题等#反思分析$提高学生

辨识能力以及责任意识%

58

和学生们一起对于法学专业相关社会热点问题讨论#是

)课程思政*建设非常有效的切入点%

法学专业课堂的教学#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法律条文或者法

学基础理论本身#因为法律本身就是是一门非常贴近生活的社

会学科#案例索引教学方法很适用于法学专业的教学#而社会

热点问题的引入与讨论#本身也是法学课堂应有的环节%比如#

)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实际案例#

引入到民法课程教学中在讲到总论第二章
)

民法的基本原则的

时候#有效引入这个经典社会案例#按照我国民法典中的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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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篇*具体规定#遗嘱继承比法定继承优先#本案应当判决由

遗嘱继承人张学英来继承黄永彬的合法遗产#但是如果这样判

决就会使得社会不正之风得到法律的认可#所以#从维护社会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角度出发#这个案例的审判过程直接使

用了民法的基本原则中的 )公序良俗原则*#并没有对法律规则

进行直接适用#而是直接适用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判案%而最终

的审判结果是#由黄永彬的合法妻子蒋伦芳#来继承黄生前的

合法遗产%因此#社会经典案例的引入#既能使得专业课堂增

加兴趣和热情#同时#也是思政元素渗透和融入法学专业课堂

的有效的教学方式和手段%

*8

从法学专业课的学科发展史$知名法律人士的成长经

历#以及成功人士的个人经历等内容#完成对于当代法学专业

大学生的 )价值观塑造*%并且#通过开启 )专业课程思政*建

设步伐#把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融入课程#教育学生永远

努力奋斗#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教师立德树人就如润物细

无声%

$二%&民法学'课程所蕴含以及可开掘的思政元素

第一#比如说#我国民法典中所规定的民法的基本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内容%其中#比如 )诚实

信用原则*#是指要诚实遵守市场活动的基本准则#保障社会交

易秩序良好运行的基本法律原则. )公平原则*#既是一项民法

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其内涵要求是#

所有的民事主体应讲究信用$诚实守信#并且#以善意的方式

来行使自己的各项民事权利% )公序良俗原则*#则要求全部的

民事主体必须要遵守社会的公共秩序#并且#遵循广大人民所

普遍认可的公共的道德准则%

第二#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一直将 )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到 0民法学1课程#乃至我国民法典的立

法目层面#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领域的调

整范围和辐射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社会的价值共识#

比如民法的基本原则#这些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基

本原则层面的有效表达和深入贯彻%

第三#0民法典1颁布的背景下#民法的具体制度均是根植

于基本国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制度设计#绝不是对国

外学说$制度$理论的照搬%例如#民法中的物权制度既体现

了对公有制的维护#也体现了依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探索土

地等资源进入市场$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如#民法中对习

惯$乡规民约等软法的承认与重视也体现了对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善良风俗$传统道德规则的吸收%

三#对 &民法学'课程进行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的思路探索

$一%改革的基本思路

%8

目的&在民法典刚刚颁布的大背景下#向法学专业大学

生传授 0民法学1课程知识的同时#一并树立我国民法典精神

原则#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8

目标&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

'

"

(面对未来的教育目标#重拾 )灵魂教育*和 )负责任教

育*的大任#才是我国国家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意

义和重点问题之所在%专业教育的课程#必须根据本科法学专

业教育教学的特点#研究本专业的育人目标#要深入挖掘和总

结法学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具体 )思政元素*价值#并

且#科学合理地拓展专业课程的深度和其实质内涵%最后#从

法学课程所涉及到的专业$行业$国家$等角度#提升专业的

引领性$时代性学习的目标%

$二%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8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学术体系和构架#正确引导法学专业大学生深刻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并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依法治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8

帮助学生了解 0民法学1课程#以及法学专业内容中的

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相关具体政策#培育大学生有诚信服务$

德法兼修的法律职业素养%

$三%教学改革可以采取的方式方法

%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0民法学1马工程教材的使用#在习总书记 )新时代治国理

政新理念*指导下#通过确立规范标准#突出结合时代性法学

专业案例$强化运用比较的方法#推动民法典时代4法学专业

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创新%

!8

指引学生深入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国情与

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

践经验非常有效的理论总结%

让大学生在学好$用好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不断感受民

法典 )全*$)权*内涵#进而使 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逐

渐地成为当代大学生心中的法治共识#并且#在中国的法治实

践道路中建立起更加坚实$长久的正确法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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