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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民商法”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马永辉 

（石河子大学法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  832000）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高校“民商法”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在不断的创新与优化，这说明传统的高校“民商法”

教学的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更加需要注重对“民商法”知识点的理解与领悟，并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将“民商法”与思政

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优化高校“民商法”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与质量，为今后高校“民商法”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提供现实性

的思路以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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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商法是指民法与商法。那么这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从法律

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民商法是由两个不同的主体构成，其中民法

与商法可以合一，也可以分立，而“课堂思政”与思政课程有着明

显的区别，课程思政这一概念的重点在于，培养具有专业课程理论

知识、专业技能素养以及思想政治素质的人才，那么高校“民商法”

具体可以从学生对民商法基本概念的理解情况出发，对高校“民商

法”思政课堂进行动态性的调整，对于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

价值观等等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今后的高校教育过程之中，学

生全面掌握民商法的基本知识，并在生活之中应用这些知识，是课

程教学的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办好思政课，要从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因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高校“民商法”的

发展，要与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一、高校“民商法”思政课堂的意义 

2019 年随着课程改革政策的提出，各门课程的教师在教学方式与

方法上做出了调整，对于思政课堂的构建，各门学科的教师都有着自

己的想法，结合高校“民商法”教学的现实情况，高校“民商法”的

课程时间较长，而且时间跨度较大，结合这两个特点，高校“民商法”

教师在今后的高校“民商法”课程之中，需要适当的引入思政的元素，

以及民商法的相关案例，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民商法”的过程之

中，关注“民商法”课程之中的思政元素，从而加深自己对于思政案

例的理解，并且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从这一点可

以说明思政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能够让学生有一种新的视

角，理解高校“民商法”之中的理论，并且能够在实际生活之中，将

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这是高校“民商法”与思政教育有效融

合的目的，而部分的高校“民商法”教师已经开始在高校开展试点，

在高校“民商法”教学过程之中，加入思政教学的案例，从而让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之中，能够将“民商法”之中的基本理论与思政案例结

合起来，从而突出高校“民商法”思政课堂的意义[1]。 

二、高校“民商法”思政课堂存在的挑战 

（一）“民商法”教师思政素养有待提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民商法”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

程之中，向学生讲述基本的“民商法”知识，为学生解惑，解惑的

意思就是解答疑惑，而大部分的“民商法”教师，过于注重对“民

商法”课程理论知识的讲解，对于学生的思政素养有所忽视，从这

一点可以看出“民商法”教师思政素养有待提升，而“民商法”教

师，在专业课程的积累过程之中，对于理论知识的教学占用时间较

长，另外，在理论知识讲解之余，对于思政案例的贯穿显得不到位，

因此，这就要求高校“民商法”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思政素养，才

能够将高校“民商法”与思政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而且在具备了基

本的思政素养之后，高校“民商法”专业的教师就可以开阔自己的

视野，而不仅仅将眼界局限在以往的课堂教学之中，视野的开阔决

定本专业教师的思政素养有所提升。 

（二）高等院校选取的教材需要改革 

高等院校选取的教材需要改革，这是因为当前大部分的高校，

在“民商法”教材的编写过程之中，对于理论内容的涉及部分较多，

对于犯罪案件的涉及较少，因此，在高等院校教材选取的过程之中，

学生必然会接触到艰深晦涩的理论知识，当然也会接触到各种类型

的犯罪案件，在对这些案件分析的过程之中，学生可以结合具体的

犯罪案件，对其中商业以及经济纠纷进行分析，并且明确其中犯罪

的主体，在犯罪的主体明确之后，学生就能够对民商纠纷展开分析，

在学生对这些纠纷以及案件展开分析的过程之中，教师可以从不同

的角度，向学生进行讲解，比如具体的民商法的犯罪主体、民商法

的法律界定、民商罪案的民事索赔等细节，这些都是民商法课程的

重点，学生在学习这些之后，就能够对民商案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学生在学习民商法的课程时，要对民商法进行仔细的分析与深入的

研究，才能够对具体的案例展开分析，而在本课程的教材上，教师

可以结合课程思政的各项要求，就对教材进行调整，将理论部分的

内容相对压缩，在理论内容的讲解过程之中，教师可以将犯罪案件

等内容穿插在其中，就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时候，能够将

理论知识与犯罪案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所学知识的应用，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高等院校选取的民商法课程的教材，需要从学生

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且在教材的安排上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合理安

排理论知识与案例讲解的比重，为高校“民商法”课程思政的探索

与实践提供合理化的依据以及借鉴[2]。 

三、高校“民商法”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优化策略 

（一）利用媒体技术，构建思政教育平台 

2021 年 11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在全国高校教师课

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班上作“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

的主旨发言，能够看出大部分的高校在各门课程的教育教学模式上

不断的进行优化与调整，那么民商法课程也不例外，对于本门课程

教学，大部分的民商法课程教师，已经采用媒体技术，构建思政教

育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之上，学生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并且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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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是课本上没有的。学生的信息来源就会相

对较广，那么在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的时候，学生使用法律学

的基本观点，表明自己对于民商典型案件的想法与看法。 

针对高校“民商法”教学的现状，主要要克服的教育挑战就是

要让教师与学生学会使用媒体技术，在教学的过程之中，实现教学

思路的转变，这样就能够构建思政教育的平台，教师可以转变教学

方式，突出媒体技术教学在课堂之中的地位以及作用，在课堂中多

组织课堂活动或者小组研讨，教师在适当的对其进行引导，久而久

之就会使得学生全面提升学生对“民商法”的掌握与理解的水平。

例如在“民商法”教学的过程之中，教师们借助媒体技术，构建思

政教育的平台，此举的意义在于，突出技术化的优势，而且为学生

提供民商纠纷的案例，然后将班级之中的学生按照小组进行划分，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让学生进行代表发言，这样的教学方式能

够让学生在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之中，提升自己对“民商法”理论的

掌握[3]。利用媒体技术，构建思政教育平台就成为媒体对高校“民商

法”思政课堂构建的优化策略之一。 

（二）以小组为单位，对于话题进行探讨与研究 

高校思政课程建设和教学模式创新。将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二

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此举的目的在于能够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一定的

影响，在高校“民商法”课程教学的过程之中，教师可以勇于创新，

此项举措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的时候，注意力能够

更加的集中，学生在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之下，将专业知识与案例紧

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对案例进行全面性的分析。当然在课程思政教

学的过程之中，高校教师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

界观等三个方面的引领，其目的在于能够让学生具有良好的意志品

质，当然学生在学习民商法的专业课程时，才能够对民商法的基本

内容有整体性的认识，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说明，长春皓月清真肉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月公司）系第 3146267 号“皓月”及

图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种类为第 29 类包括肉

等。皓月公司认为四平某牛羊肉摊床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且为恶

意侵犯，情节严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从上面的这一类的侵权类

官司的处理，能够看出不同的市场主体，在分析这个案件的过程之

中，学生可以从以下的几个关键点展开分析，本案之中涉及到的法

律纠纷点，主要存在于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对于法律纠纷的判定，其中 为关键的就是，对市场主体的侵权故

意性的考量，以及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在人民法院看来，可以看出

对于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按照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结合制

度的相关规定，能够大致计算出赔偿的范围，这样就能够适当填平

权利人的经济损失，亦能通过对侵权人的惩罚，在惩罚之后，就能

够对犯罪者的犯罪行为进行惩戒，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本案件情

况的分析之中，可以看出该案件适用于惩罚性赔偿，此项赔偿的关

键在于能够引导市场的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质量上乘的商品以及服

务，而且在 大程度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以小组为单位，对于话

题进行探讨与研究，就能够有利于引导市场经营者合法经营，为今

后高校民商法课程思政探索提供现实性的依据以及借鉴。 

（三）对学生在课堂之中的表现进行客观性的评价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民商法”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把握

学生对于“民商法”知识以及思政案例的理解，教师可以对学生在

每一节课的表现进行客观性的评价，并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之中的问

题进行纠正，可以借助对思政案例的理解，加强自身的思政素养，

高校“民商法”教师，需要结合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民商

法”课程教学规划、课后训练、实践活动等，对学生在课堂之中的

表现进行客观性的评价[4]。 

“民商法”课程教师在进行“民商法”课程备课时，可以借助

思政教育的案例，在每一节课的课程准备时，设置每一节课的主题

词，而在这一节课之中，涉及到的主题词为侵权，这个案件的大致

情况是粘某某为案涉“木材单板烘干机”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延边

朝鲜族州知识产权局，对某公司进行了调查，对场地内的木材单板

烘干机现场取证。后经生效判决认定该木材单板烘干机技术方案落

入 ZL200820072155.6“木材单板烘干机”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要求范

围，属侵权产品。教师可以就这一案例让学生畅谈自己对于侵权的

理解，并以法律性的语言表达出来，组织学生与班级之中的其他学

生组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对本案件之中的牵涉到的侵权行为以

及后果进行仔细的分析与论述。在班级中营造一个和谐积极的学习

氛围，其次丰富课堂的学习形式，创造良好的学习情境，通过幽默

的语言进行课程讲解，比如组织一个小竞赛或是组织学生进行情境

展示等方式，多带动学生进入课堂，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对于这一类的案件进行归纳与整理，那么在这一过程之中，

学生可以收集相关的资料，与班级之中的其他学生进行分工合作，

小组分工的过程之中，其中每一位学生的分工各有不同，查阅资料

的、有制作 PPT 的、有进行法律观点剖析的，使得学生在进行准备

的过程中，能够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5]。当然学生

在完成本节课的任务过程之中，就能够对侵权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

识，在未来接触到类似的案例时，学生就能够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现今社会的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校“民商

法”课作为高校课程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高等学校都

需要按照国家新课程改革的各项要求，按照既定的标准与要求，制

定出高校“民商法”课程的教学方案，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之中，教

师可以借助手边的技术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案例，让学生对这

些案例进行分析，并且得出法律学的基本观点，就可以为今后分析

类似的案例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当然在本篇文章之中，笔者从高

校“民商法”思政课堂的意义出发，进一步对高校“民商法”思政

课堂存在的挑战进行归纳与整理， 后提出高校“民商法”课程思

政的探索与实践策略。而提出的这些策略都在为高校“民商法”课

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提供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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