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学》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编    写]  民法教研室                         [审    核]  汪安亚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                           [课程学时]  119 

[开课学期]  第 3、4 学期                        [实验学时]  12 

[授课专业]  法学 

 

一、实验教学任务和目的 

 

民法学作为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其教学既要注重基础理论的教授，

又要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实验是《民法学》课程的重要教学

环节。民法实验教学的任务是指导学生将所学的民法法理和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之

中，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巩固其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加

深对民法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的理解，并能够运用相关理论与制度处理民法

实务问题，掌握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二、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1、 理解民法的基本原理； 

2、 了解我国民法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3、 掌握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处理民事纠纷的基本技能； 

4、 注意实体和程序的结合，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一：代理纠纷案件焦点评析 

 

1、实验准备： 

（1）提供代理纠纷典型案例；  

（2）设计要求学生思考和完成的问题； 

（3）提供参考阅读的书目。 

2、实验目的： 

焦点评析的目的在于以案说法，注重案件事实与法律和法学原理的关联推理，培

养学生对法律适用和推理的能力，并对重点问题给予法理的分析和提升。 

3、实验内容和要求： 

（1）熟悉有关代理的基本知识和法律规定；  

（2）总结案例争议焦点； 

（3）评析各方观点； 

（4）分组撰写小组评析报告。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二：房屋权属纠纷案件实务评析 

 



1、实验准备： 

（1）提供房屋权属纠纷真实案例以及案件相关法律文书；  

（2）提出案件所设的试题以及程序问题； 

（3）推荐参考阅读的书目。 

2、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真实展现各个审级的审判和诉辩活动，侧重诉讼实务，直击各方诉讼得

失，让学生明白实际如何、应该如何。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结合起诉状和答辩状分析原被告在诉讼策略上的得失； 

（2）评析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指出存在的问题； 

（3）分组撰写小组评析报告； 

（4）教师总结。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三：担保物权纠纷案件实务演练 

 

1、实验准备： 

（1）印发案件材料； 

（2）熟悉相关法律文书的写作； 

（3）了解并掌握担保物权的概念、特征、种类、内容、成立及消灭以及对担保物

权竞存问题的处理规则。 

2、实验目的： 

实务演练的目的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识别出案件涉及的相关问题，在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完成一个律师的实务性任务，如起草起诉状、答辩状、律师意见

书等等。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根据案件资料制作证据清单； 

（2）作为原告诉讼代理人，拟订一份取证以及庭上示证、质证的计划； 

（3）为原告起草一份起诉书； 

（4）为被告起草一份答辩状。 

4、实验时间：2 学时。 

 

实验项目四：合同的起草与谈判 

 

1、 实验准备：  

（1）熟悉我国《合同法》第 12 条所规定的合同的一般条款及我国《合同法》分

则中所规定的具体合同的特殊条款； 

（2）阅读我国现行的各种合同示范文本； 

（3）理解要约与承诺的基本知识。 

2、实验目的： 

通过这一实验，要求学生掌握要约与承诺的基本知识，以及我国各种合同的条款，

理解我国现行的各种合同示范文本，领会合同谈判的技巧与艺术。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教师布置拟起草的具体合同，并将学生分组； 



（2）学生课外查找相关知识和有关规定； 

（3）学生以组为单位课外起草合同文本； 

（4）各两组学生课堂内谈判，确定正式合同文本； 

（5）教师总结。 

4、实验时间：1 学时。   

  

实验项目五：侵权典型案例分析 

 

1、 实验准备： 

（1）提供侵权纠纷典型案例；  

（2）设计要求学生思考和完成的问题； 

（3）提供参考阅读的书目。 

2、 实验目的： 

（1）了解侵权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2）了解与本案有关的基本知识与理论争议； 

（3）学会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3、 实验内容及要求： 

（1）分析案情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 

（2）剖析各方当事人在该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 

（3）分清各方法律上的是非责任及责任构成、归责原则； 

（4）明确侵权人的责任形式； 

（5）确定侵权人的责任程度、抗辩及责任减免。 

4、实验时间：1 学时。 

 

实验项目六：组织模拟法庭 

 

1、实验准备： 

（1）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 

（2）提供典型案件及相关材料； 

（3）分组，确定角色（法官、原告、被告、诉讼代理人、证人等）。 

2、实验目的： 

（1）认识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活动的作用和意义； 

（2）了解法庭的审判程序，领会庭审的严肃性、庭审前准备工作的周密性和庭审中

的应变性； 

    （3）加深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理解及适用。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要求每个同学积极参与，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凡扮演某个角色的同学都应当

要熟习相关材料，明确自己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等，了解必要的诉讼程序，学

习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2）撰写模拟法庭实践心得。 

4、实验时间：4 学时。 
实验项目七：民事法律咨询 

 

1、实验准备： 



（1）确定参加人数（尽量争取每个同学能够参加），分成若干小组， 

选定负责人； 

（2）带上法律汇编及教材，最好事先能够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书本知识； 

（3）在不影响市容、交通的情况下，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并尽量取得相关单位的支持； 

2、实验目的： 

通过课外法律咨询，使广大同学： 

（1）了解社会实情； 

（2）发现自己知识结构、基础及深度的不足； 

（3）激发学习的积极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认真倾听咨询者的倾诉；并作好必要的记录； 

（2）针对案情，耐心向咨询者讲解法律及国家有关政策； 

（3）对疑难案情，同学间可开展必要的讨论，或请教带队教师。 

 4、实验时间：4 学时。 

 

实验项目八：侵权纠纷法律调查 

 

1、实验准备： 

（1）在学生中确定参加人数（尽量争取每个同学能够参加），分成若干小组，选定

负责人； 

（2）规划好调查内容（如侵权类型、动因、性质、调处、影响等），拟定好调查提

纲，制作必要的调查表； 

（3）带上法律汇编及教材，最好事先能够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书本知

识； 

2、实验目的： 

通过课外法律咨询，使广大同学： 

（1）了解社会上实情，加深对现实情况的理解与把握； 

（2）发现自己知识结构、基础及深度的不足； 

（3）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与自觉性。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调查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各种侵权案例的类型，发生的动因，案件的性质（侵

害财产权、人身权、知识产权，一般侵权或特殊侵权），对案件进行处理的机构、程序、

过程与结果；该案件及其处理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 

（2）对通过调查所获得的相关资料进行侵权法的理论的分析； 

（3）在分析、对比、归纳的基础上，形成观点与看法；撰写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 

4、实验时间：4 学时。 

 

实验项目九：法庭旁听 

1、实验准备： 

（1）教师与相关法院联系，选择较典型的民事案例； 

（2）教师简单介绍案情，印发本案的相关法律文书； 

2、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法庭的审判程序，领会庭审的严肃性、庭审前准备工作的周

密性和庭审中的应变性，增加对处理民事纠纷的感性认识。 



3、实验内容及要求： 

（1）学生参加法庭旁听； 

（2）教师应注意学生的安全，要求学生遵守法庭纪律、注意对当事人有关隐私和

商业秘密的保密。 

（3）学生撰写旁听体会，评判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得失，对案件的判决进行

法理评述，并在课堂相互交流； 

（4）教师总结。 

4、实验时间：4 学时 

 

四、实验项目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要求 类型 
主要 

设备 
实验室 

1 
代理纠纷案件焦

点评析 
2 必做 综合 多媒体  

2 
房屋权属纠纷案

件实务评析 
2 必做 综合 多媒体  

3 
担保物权纠纷案

件实务演练 
2 必做 综合 多媒体  

4 
合同的起草与谈

判 
1 必做 综合 多媒体  

5 
侵权典型案例分

析 
1 必做 综合 多媒体  

6 组织模拟法庭 4 选做 综合 服装等  

7 民事法律咨询 4 选做 综合 桌椅等  

8 
侵权纠纷法律调

查 
4 选做 综合 桌椅等  

9 法庭旁听 4 选做 综合 车辆等  

说明：选做项目必须四选一。 

 

五、考核方式 

 

   实验单独考核计入课程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六、实验教材及参考书 

 

1、教材： 

杨立新著，《民法判解研究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2004 年。 

2、参考书目： 

（1）马强著，《债权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年。 

（2）金勇军著，《民法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人民法院案例与评注》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年。 

（5）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