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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
立法的先河，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
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
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民法典教育。”高等学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
第一阵地，高校学生的民法典教育是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重
中之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对高校法治教育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高校应推动持续开展民法典教育，以法律知识传递法
治思想，以课堂教学连接社会舞台，以法律实践启发法治关注，
强化法律权威，培养青年大学生的法治思维。

1、民法典融入高校法治教育的意义

高校法治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的手段，使大学生了解法治
教育的知识内容，形成法治理念，逐步养成法治思维方式并最
终形成法治信仰，同时将其转换为良好的行为，遵从法律规定
并懂得运用法治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1]

1.1  有利于引导学生坚定法治信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回应和满足了人民需求，呵护着每一个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点点滴滴。在司法实践中，民法典的新规定、新精神、新理念
得到了有效落实，用法治在为人民群众构筑稳稳的幸福。民法
典在编纂过程中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也借鉴了人类
法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
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
法典的颁布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非凡的历史意
义，将民法典普及融入到高校法治教育中，对加强法治教育、
筑牢法治之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法典的颁布让民意与司法
同频共振，让社会与法治相辅相成，将民法典融入高校法治教
育，有利于引导学生坚定法治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
的形成，进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

1.2  有利于学生学法用法
民法典的颁布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生动实践。高

校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教育旨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法典的平等、自愿、公平、诚信、
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观
念高度契合，将民法典融入到法治教育中，有利于学生主动学
习法律知识，充分体会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及社会主义价
值观的熏陶，自觉做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实践者和捍卫者。进
行民法典教育，有利于学生在尊法、守法的基础上，坚守法律
底线，维护自身和他人权益。法律的生命在于施行，普及民法
典的最终目的在于实施。在高校法治教育中融入民法典，引导
学生通过学习，在心中种下一颗法律的种子，养成自觉守法、
遇事找法、解难靠法的法律思维和行为方式，做知情、明理、

民法典是社会权利保障的百科全书，更是培育时代新人的实践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加强青少年的民法典教育。将民法典融入高校法治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法制意识、提升法治素养。通过思政课程及其

他平台，在教学方式、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形式等方面进行改进，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民法典教育，引导学生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营造良好的法治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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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高校民法典教育的重点

2.1  主体意识教育
民法典作为“权利的保障书”，其以权利为主线，明确规

定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并在最后将侵权责任
独立成篇，构成一个从确权到救济的体系。[2] 我们作为自然人，
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
利，承担民事义务。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有法
律权利，对方主体就必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在特定的
民事法律关系中，每一主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义
务。在民法典教育过程中，通过总则、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
等部分的知识普及，使学生掌握大学生作为民事主体所享有的
民事权利和义务，在并此基础上树立“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观念，同时结合侵权责任编，使其了解当
权利被侵害时应如何救济，引导学生在树立权利与义务意识的
基础上提升主体意识。

2.2  规则意识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培育人们的法治信仰、法治观念、

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高铁霸座、高空
抛物、宠物伤人、高利放贷、污染环境等问题的发生大多是由
于人们对规则的漠视，民法典的颁行使得这些道德层面的不文
明行为上升为成文法律，我国法治建设逐渐完善，规则体系日
渐成熟。在当今社会，规则就是社会文明机体的筋和骨，培养
讲规则、守规矩的文明青年也是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在高校
法治教育实施过程中，强化民法典中的规则教育，引导学生自
觉树立规则意识，提高学生的守则能力，将对法律令行禁止的
习惯上升到日常行为的自我约束的自觉中，让学生了解无论是
法律规定这样的“硬规则”，还是道德规范、校规校纪、学生
守则等“软规则”都需要尊重和敬畏，捍卫法律和公序良俗的
权威。

3、将民法典融入高校法治教育的路径

3.1  融入思政课堂
思政教育内涵丰富，法治教育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思政课

是落实高校法治教育的主阵地，除政法院校外，多数高校普及
法律知识主要依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最新
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出版前，民法典的相关
内容无法被系统地涵盖进教材中。但 2018 版的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教材已经沿着我国法治进程进行了调整，并遵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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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认知的客观规律，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可将民法典的相
关内容与教材中的第六章“尊法守法学法用法”有机结合，特
别是在“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这一节引入民法典的具体
规定，让学生了解民事权利的种类、内涵及价值，进一步增强
主体意识。与此同时，应充分挖掘民法典资源，将其融入到其
他思政课堂，提升思政教学的趣味性、知识性，增强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主动性。

3.2  开设通识课程或专题讲座
以开设通识课程和专题讲座的形式开展民法典普及教育，

能够弥补当下高校法治教育的
不足，能够使学生系统地学习民法典的相关知识。民法典

的内容涵盖人的出生成长、婚丧嫁娶及生老病死，与每个人密
切相关，其中可挖掘的资源也较多，通过开设通识课、选修课
的形式，科学选定教学内容，甄选和编写与学生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民法典教材，能使学生更加全面科学地了解民法典知识。[3]

此外，通过开展第二课堂或其他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在加强
理论学习的同时，开展民法典专题的调研活动，为学生呈现真

实的、具体的、鲜活的民法典知识。
3.3  开展民法典“微教育”
“微教育”是人们利用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以“微媒体”

为载体（即微信、微博、微视频等），对人们进行教育好学习
的一种新兴模式。[4] 将民法典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离不开新
兴媒介。新媒体时代，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互动交流、
拓展能力的主要场所，将 QQ、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加以
利用也能成为法治教育的延伸地，形成民法典普及与教育的多
元形式。将生涩难懂的长法条转换成微道理，通过一条视频、
一次信息、一则故事等，让学生接受随机性的民法典知识，给
学生留下直观具体的印象，将法治教育化于无形中。如在校园
内开展“民法典小剧场”活动，组织一批有表演特长和表演意
愿的同学通过剧本演绎的形式，将具体法条演绎成短剧，并借
助抖音、视频号等媒介向同学们推送，让简单快捷的“微平台”
弥补课堂理论教育的不足。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使学生
接近、接纳法律知识，理解、形成法治思维，内化、提升法治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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