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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背景下
——《民法学》课程教育教学改革模式之研究

高  燕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它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权利的发法治思想，与人

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我国民法典是老百姓生活和权利行使的保障书，更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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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挖掘《民法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在法学专业课堂教学

过程中润物无声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也是“法治中国”，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高整个国家法律治理能力，

以及实现“立德树人”思想目标、培养爱祖国、高素质、有信仰，专业能力过硬的法治人才的重要保证。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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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具体的制度精神内涵，注重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传承、培养大学生的良好公民意识。

民法典；民法学课程；教学改革；思政建设   

“法学专业教育”一直以来，就是对于学生高尚道德情操、
正义理念价值观的思维意识观的培养。高校法学专业课思政改
革的途径，在于思政课程进行德育教育主阵地的同时，其他法
学专业课程在教师授课的过程中，也能够做到润物细无声地融
入“思政元素”，既把德育和法治教育很好地融合到一起，同
时也把教书与育人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让所有法学专业课教师
一起，共同地承担起“教育者”使命，培养热爱祖国、高素质、
有信仰，专业能力过硬的法治人才。

1、法治铸魂、立德树人——《民法学》课程教学改
革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指出：“要用好
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
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法学专业“课
程思政”改革，既不是用“课程思政”来替代“思政课程”，
也不是要将法学专业课都建成“思政课程”，而是要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渗透进法学课程，其改革的落脚点在于“渗透性”，
通过“无声润物”来潜移默化地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1]

“法治铸魂，立德树人”，这是我们高校法学专业教育教
学的本质和宗旨。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民法学》，一直以来都
是以建设“法治中国”目标为其实际导向指引，培养内心热爱
祖国、德才兼备的职业型、创新型新时代的法治人才。《民法
学》课程，是我国高等教育之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民法是我国基本重要的法律之一，《民法学》课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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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了学生今后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提供
重要的民事实体法的知识与技能的学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刚刚实施的大背景下，学习、遵守、维护我国《民法典》
是全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学好民法典、用好民法典，用民法
典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能更好地帮助别人和维持社会
的良好秩序。

2、《民法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理念

2.1  坚持马工程教材进课堂的教学技术保障
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进行高等教育，在课堂教学中必须要

深入地贯彻“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在课堂授课中积极贯彻
马工程教材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思想。高校法学专业民法学（马
工程）教材，教材的内容权威、风格务实，高校法学专业教师
在课堂教学授课的过程中，要注重提升学生的哲学思维水平和
法学理论素养，在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
神同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力量。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深刻地揭示了教育对于我们国
家长远发展的内部驱动作用。教材一直都是是法学课程的核心
教学材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结合与掌握教师上课时候所讲
授的知识内容。马工程法学专业课程《民法学》教材，编写组
十年精心编写的法学专业课民法课程教材，在以习近平法治思
想引领的新时代法科建设，以“立德树人”为我们高等院校课
堂教育教学的根本任务与目标，保证我们今后为社会培养出的
是德法兼修、遵纪守法、爱国爱民的优秀法律人才。

2.2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本位观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节设计，让学生能够很好地接

受课堂授课内容，而且真正真正受益匪浅，才是教育的核心与
初衷所在。所以，我们法学《民法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当
将“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法学专业课的课堂，结合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人们内心最朴素的对“真善美”的正
义价值追求，联系生活中生动的民事案例，让学生们更容易掌
握民法知识内容。将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三重目标，融入
高校法学专业课堂的教学中，让学生在课堂互动中培养最基本
的法律思维，并且将能课堂中所学到的法学知识转化为职业能
力，内化于心、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养。

因此，在高校《民法学》课程教学中确立“课程思政”的
教学改革教育理念，根据生动形象的民事案例融入理论教学，
让学生们充分地参与到课堂案例的讨论中来，有效融入到课堂
积极、有趣和正能量的学习氛围中去，并且，以适合学生学习
方法的情景进行课堂教学内容设计，可以很好地提高法学专业
课堂的授课、教学效果。

2.3  坚持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 
法学专业课堂的教学，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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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育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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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篇”具体规定：遗
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本案应当由第三者张学英来继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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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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官审判该案
件的过程中，并没有对法律规则直接适用，而是运用了“法律
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代替“法律规则”适用，来审判具体
的民事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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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学中，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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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以培养“复
合型、创新型”为人才为教育教学目标，努力进行高校法学专
业的课堂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力争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德法兼修、
综合能力素质过硬的优秀法律人才。

3、立德树人背景下，《民法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探析

3.1  深挖民法学课程中的思政内容
1. 课堂教学内容中的“课程思政”：高校法学专业《民法学》

课程中，思政内容元素挖掘。比如：第一，民法是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法律规范总称，“平等主体”就是
民法的调整对象，这也意味着民事主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只要是民事主体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应当平等
地同样遵守法律的规定；第二，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
民事责任的类型中，合同责任除了有“违约责任”之外，还有“缔
约过失责任”，一方假借订立合同为目的，恶意进行磋商、协
商导致合同没有订立成功、无效或者具有可撤销因素，恶意协
商一方由于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故应当向善意一方承担“缔
约过失责任”；第三，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本身就
是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将老百姓心中共
同的“真善美”作为对于行为人行为的评判准则，这就是公共
秩序和善良风俗，这样的民法基本原则能够对法律规则不足，
起到很好地补充和衡平纠正作用，并且使司法裁判必须要符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地体现了我国立法规定中
的“思政元素”。

实践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民法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就
是结合课堂所讲、所学法律知识内容，学生进行模拟审判演练
或者法律诊所模拟实训教学活动，还有深入学校合作的法律实
践基地进行法律职业技能实操训练。比如，我们理论课程开设
之外的民事案例诊断、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实训、法律谈判等民
事类实践教学课程，很多这样的民事实践教学环节课程，要上
好民事实践思政课，立德树人是根本。在实践民事案例的分析、

诊断过程中，通过理论教师和实务导师共同完成一堂教学任务
内容，通过审判思路运用以及价值观衡平作用影响，结合我国
《民法典》法律原则与基本规则的核心内容，树立学生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在实践教学环节实践中，鼓励学生将民法典的学习与政治
理论学习相结合，通过专题研讨、案例分析互动等方法，为学
生在实践课程学习中整理思路，并在理论完善过程中形成法治
思维，有效将理论知识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充分发挥实务导师
与理论导师——“双导师”共同进行课程思政，立德树人培育
人才的作用。

3.2  强化高校法学教师的思政示范作用
高校教师，一直以来都是高校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改革

的最重要人力保障。对于新时代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不
断地加强高校法学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也是法学专业课程进行课
程思政的重要柔性内在力量。教师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影响，
以及之后学生内心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塑造养成，具有
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和意义。因此，强化高校法学教师的思政
示范行为和意识，对于培养高素质、内心过硬的未来国家法律
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高校法学教师不仅要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还要进一
步对于学生们进行思政教育，而且要认真完善职业道德水平，
加强师德修养、对照师德规范，力争德与身齐。在教学的过程中，
讲授民法知识内容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思政元素，将正能量的相
关教学案例跟学生进行课堂分析，将教师自己的奋斗成功经历
经验在课后与学生进行很自然的分享，都是对于学生未来发展
非常正面的影响。

学生在校园里最崇拜人通常就是老师，学高为长，德高为
师。教师的思想、学识，在课堂中的一言一行，都对我们所教
授的学生起到直接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因此，对于高校教师的专业知识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同时，也对高校教师的师德、师风提出了立德树人示范
性的要求。

基金项目：
本文属于 2020 年度西安培华学院校级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

专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民法典时代 —— 关于《民

法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思路探索，重点课题，项目编号：

PHKCSZ202006。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的民法典 “ 讲义 ”[N]. 共产党员网 ,2020-05-31.

[2] 陕西 : 关于印发《全面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N]. 中国教育在线 ,2020-08-26.

[3] 孟庆楠 , 郑君 . 基于 “ 课程思政 ” 的高校课程转化 : 价值、目标与路径 [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

[4] 王利明 . 民法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作者简介：高燕（1987-），女，汉族，陕西西安人，法学硕士，西安培华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法学系讲师，研究方向：民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