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总论

民法总论教学大纲 
 
一、课程信息 
（一）课程名称：民法总论 
（二）英文名称：The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 
（三）课程代码：LAW201 
（四）学分：3 
（五）课堂教学课时：54 
（六）课程属性：法学院学生为必修课，其他院系学生为选修课 
（七）院系：法学院 
（八）考核方式：平时作业由授课教师随堂布置，占总分的 20%；期中考试为开卷考试，占总分的
20%；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占总分的 60% 
（九）出勤要求：学生必须按时出勤，不得迟到、早退 
 
二、教师信息 
主讲教师： 
王军：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号朋：民商法学博士、副教授 
联系电话：64492195 
 
三、学生信息 
授课对象：法学院一年级学生为必修课，全校各专业学生为公共选修课 
 
四、核心内容 
（一）教学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民法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掌握民事法律关

系及其构成要件、民事主体的种类与其基本内容，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代理、诉讼时效

与权利的行使，并能够初步运用民法学理论知识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真实案件进行法律分析。 
（二）先修课程：西方法制史 
（三）主要授课方式：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辅之以案例分析、课堂讨论 
（四）教学技术：多媒体 
（五）教材：梁慧星主编：《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六）参考资料：魏振瀛主编：《民法》（第 1-2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七）课程内容： 
第一章 导论 
1、目录 
第一节 民法概述 
一、民法的概念 
知识点：民法的语源、民法一词的演变、形式民法与实质民法的含义与区别 
二、习惯民法与成文民法 
知识点：习惯民法的含义及表现形式、成文民法的出现及表现形式 
三、罗马民法 
知识点：罗马民法的含义、罗马民法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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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民法与现代民法 
知识点：近代民法的制定、近代民法的模式、现代民法的出现、现代民法的模式 
五、大陆法系民法与英美法系民法 
知识点：大陆法系的含义、大陆法系民法的特点、英美法系民法的含义、英美法系民法的特点 
六、民法的构造 
知识点：民法上的法律关系模型、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以契约和所有权为基轴的体系化、以物权

和债权为基轴的体系化、债权法的体系、物权法的体系、民法的体系 
七、民法的编纂 
知识点：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典的编纂体例 
八、中国民法的沿革 
知识点：第一次民法编纂、第二次民法编纂、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国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民法编纂 
 
第二节 民法的法源 
一、法源的意义 
知识点：法源指法院裁判案件时可以作为裁判基准的法律规范。 
二、成文法主义与不成文法主义 
知识点：成文法主义的含义、特点；不成文法主义的含义、特点 
三、中国民法的法源 
知识点：中国民法法源的主要表现形式：法律、行政法规、有权解释、习惯法、判例法、法理、学

说 
第三节 民法的本质 
一、民法为市民社会的法 
知识点：市民社会的含义、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二、民法为私法 
知识点：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意义、有关公法与私法划分的争议、私法的含义、民法与私法的关系 
三、民法为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 
知识点：行为规范的含义、裁判规范的含义、为什么民法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裁判规范 
四、民法为实体法 
知识点：实体法的含义、程序法的含义、为什么民法是实体法 
五、民法的功能 
知识点：民法的各项基本功能：为现代市场经济活动提供行为规范、为人权提供基本保障、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促进民主政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六、民法的基本原理 
知识点：私法自治作为民法基本原理的作用、功能及限制 
 
第四节 民法的本位 
一、义务本位 
知识点：义务本位的含义、表现 
二、权利本位 
知识点：权利本位的含义、表现 
三、社会本位 
知识点：社会本位的含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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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民法的本位 
知识点：中国民法应当体现出什么样的本位，为什么说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结合是中国未来制定

民法典应当采取的模式 
 
第五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原则的意义 
知识点：原则的含义、功能、分类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知识点：民法基本原则的作用：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一切民事主体均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解释民

事法律法规的依据、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 
三、中国民法基本原则 
知识点：民法各项基本原则的含义及其基本内容：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

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 
 
第六节 民法与邻近法律部门 
一、民法的调整对象 
知识点：民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及基本含义：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的范围、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的范

围 
二、民法与经济法 
知识点：经济法的含义、民法与经济法的联系与区别 
三、民法与行政法 
知识点：行政法的含义、民法与行政法的联系与区别 
四、民法与劳动法 
知识点：劳动法的含义、民法与劳动法的联系与区别 
 
第七节 民法学及其学习方法 
一、民法与民法学 
知识点：民法学的构成 
二、民法学的主要内容 
知识点：民法学的体系 
三、学习民法学的基本方法 
知识点：了解学习民法学的各种基本方法 
 
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1、民法的含义； 
2、民法的法律渊源； 
3、民法的本质； 
4、民法的本位； 
5、民法的基本原则。 
学生在完成本章的学习后，应当对民法的基本知识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下一步学习民法具体的内

容打下良好的知识背景。 
3、教学时间：9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例证的方式加深学生对民法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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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1-59 页；参考资料：第 1-29 页。 

6、思考题： 
1、近代民法与现代民法的特点有何不同？ 
2、民法的法律渊源包括哪些？ 
3、简述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1、目录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一、人无时无刻不在民事法律关系中 
知识点：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性 
二、民事法律关系为法律关系之一种 
知识点：法律关系的含义、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关系 
三、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形式 
知识点：民法的调整范围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 
知识点：民事法律关系由动和静两种要素构成：静的要素为主体与客体，动的要素为权利义务，及

其变动与变动之原因。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知识点：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知识点：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 
四、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知识点：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含义 
五、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 
知识点：民事法律关系变动与民事权利变动的关系、民事权利变动的分类 
六、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原因 
知识点：民事法律事实的含义与分类、自然事实、人的行为的含义及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节 民事能力 
一、法律上所谓能力 
知识点：能力的含义 
二、民事权利能力 
知识点：民事权利能力的含义、民事权利能力的取得和消灭、一般民事权利能力和特别民事权利能

力 
三、民事行为能力 
知识点：民事行为能力的含义、意思能力的含义、民事行为能力与意思能力的联系 
四、民事责任能力 
知识点：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第四节 民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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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的概念 
知识点：权利的含义 
二、权利的本质 
知识点：关于权利本质的各种学说：意思说、利益说、法力说 
三、权利的意义 
知识点：权利的意义 
四、权利的分类 
知识点：关于权利的各种主要分类的标准：财产权与非财产权；支配权、请求权、变动权；绝对权

与相对权；主权利与从权利；专属权与非专属权。 
五、权利竞合 
知识点：权利竞合的含义、违约责任请求权与侵权责任请求权竞合的学说 
六、权利与法律的关系 
知识点：有关权利与法律之间关系的各种学说 
七、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 
知识点：为什么要为权利而斗争 
 
第五节 民事义务 
一、义务的意义 
知识点：义务的含义、作为义务与不作为义务的特点 
二、义务的分类 
知识点：义务的各种主要分类 
 
第六节 民事责任 
一、责任的意义 
知识点：责任的含义 
二、法律责任 
知识点：法律责任的含义与分类 
三、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 
知识点：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系的变迁：罗马法、英美法、日

耳曼法、大陆法系民法、中国民法通则 
四、民事责任的本质 
知识点：民事责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民事责任使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上之力、民事责任是

连结民事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中介、民事责任是一种特别债 
 
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1、民事法律关系的含义与特征； 
2、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 
3、民事法律事实； 
4、民事权利的分类 
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初步掌握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将民事法律关系与一般的社会关系、其

他法律关系区分开来。 
3、教学时间：6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例证的方式加深学生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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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60-96 页；参考资料：第 30-49 页。 

6、思考题： 
1、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哪些特征？ 
2、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包括哪些？ 
3、请简要介绍一下民事权利的基本分类。 
 
第三章 物 
1、目录 
第一节 作为权利客体的物 
一、物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之一种 
知识点：物是财产关系最基本的要素 
二、物的意义 
知识点：物的含义及法律特点 
三、物的观念之扩张 
知识点：物的观念在如下方面的扩张：无形的自然力、活人之器官、空间是否为物 
 
第二节 物的分类 
一、动产与不动产 
知识点：动产与不动产的含义、分类标准、表现形式及法律意义 
二、主物与从物 
知识点：主物与从物的含义、分类标准、表现形式及法律意义 
三、融通物与不融通物 
知识点：融通物与不融通物的含义、分类标准、表现形式及法律意义 
四、代替物与不代替物 
知识点：代替物与不代替物的含义、分类标准、表现形式及法律意义 
五、特定物与不特定物 
知识点：特定物与不特定物的含义、分类标准、表现形式及法律意义 
六、消费物与不消费物 
知识点：消费物与不消费物的含义、分类标准、表现形式及法律意义 
七、可分物与不可分物 
知识点：可分物与不可分物的含义、分类标准、表现形式及法律意义 
八、单一物、结合物与集合物 
知识点：单一物、结合物与集合物的含义、分类标准、表现形式及法律意义 
九、原物与孳息 
知识点：原物与孳息的含义、分类标准、表现形式及法律意义 
十、财产 
知识点：财产的含义与特点，财产与传统民法上物的联系与区别 
 
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1、民法上物的含义； 
2、物的几种主要分类。 
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将民法上对物的理解与我们现实生活中对物的理解区分开，建立初步的

民法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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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时间：2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例证的方式加深学生对民法上物的了解。 

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97-108 页；参考资料第 117-132 页。 

6、思考题： 
1、在民法上，物具有哪些特点？ 
2、请简要介绍一下物的几种主要分类。 
 
第四章 民事主体——自然人 
1、目录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 
一、出生 
知识点：出生的含义、出生的要件、出生的证明 
二、胎儿的保护 
知识点：各国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的立法模式、我国采取的立法模式 
三、死亡 
知识点：死亡的含义、死亡时间的证明与推定、关于死亡的判断标准 
 
第二节 民事行为能力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知识点：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含义、我国民法通则关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 
知识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含义、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 
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知识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含义、我国民法通则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 
四、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得单独实施的行为 
知识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可以单独实施的行为范围 
 
第三节 监护 
一、监护的意义 
知识点：监护的发展历史、监护的性质 
二、未成年人的监护 
知识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范围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 
知识点：担任精神病人的监护人的范围 
四、关于担任监护人的争议 
知识点：在担任监护人发生争议时，如何解决 
五、监护人的职责 
知识点：监护人应当承担的各项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保管

被监护人的财产；担任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 
六、监护的终止 
知识点：监护终止的各种原因：被监护人获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或被监护人一方死亡；监

护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辞职、监护人被撤职、委托监护因委托关系消灭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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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宣告失踪制度 
一、宣告失踪的意义 
知识点：宣告失踪的法律意义 
二、宣告失踪 
知识点：宣告失踪的含义、构成要件、法律后果 
三、失踪宣告的撤销 
知识点：失踪宣告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第五节 宣告死亡制度 
一、宣告死亡的意义 
知识点：宣告死亡的法律意义 
二、死亡宣告的要件 
知识点：宣告死亡的构成要件 
三、宣告死亡的法定程序 
知识点：宣告死亡所需要进行的各项法定程序 
四、宣告死亡的效力 
知识点：宣告死亡的各项法律效力：发生与事实死亡同样的法律效力。 
五、死亡宣告的撤销 
知识点：死亡宣告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六、申请人应否有顺序 
知识点：我国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宣告死亡的申请人顺序是否合理 
七、无申请人或申请人不申请 
知识点：如果没有申请人或者申请人不申请宣告某人死亡时，如何处理 
 
第六节 人格权之保护 
一、人格权的意义 
知识点：人格的意义、人格权的意义、人格权的性质、人格权保护的意义 
二、特别人格权 
知识点：各种特别人格权的类型、含义、相互间的区别：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

人格尊严、自由、隐私权、婚姻自主权 
三、人格权的保护方法 
知识点：人格权的各种保护方法：除去侵害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第七节 住所 
一、住所的意义 
知识点：住所的含义及法律意义 
二、住所的认定 
知识点：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认定住所的方法 
 
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1、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2、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3、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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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宣告失踪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 
5、宣告死亡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 
6、人格权的种类与保护方式。 
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自然人这一重要民事主体的法律知识，包括民事权利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特点，监护、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制度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人格权的具体

类型及其法律保护。 
3、教学时间：7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例证与案例分析方法加深学生对自然人相关法律制

度的了解。 

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109-138 页；参考资料：第 50-69 页。 

6、思考题 
1、自然人取得和丧失民事权利能力的时间各是何时？ 
2、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是哪些？ 
3、哪些人可以担任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4、宣告失踪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是什么？ 
5、宣告死亡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是什么？ 
6、论人格权的类型及其各自的内容。 
 
第五章 民事主体——法人 
1、目录 
第一节 法人的概念 
一、法人的概念 
知识点：法人的含义 
二、法人制度的意义 
知识点：法人制度对现代社会的贡献 
 
第二节 法人的本质 
一、关于法人本质的学说 
知识点：关于法人本质的各种学说：法人拟制说、法人否认说、法人实在说 
二、民法关于法人本质的规定 
知识点：采法人拟制说的立法、采法人组织体说的立法 
三、关于法人本质学说的评论 
知识点：关于法人本质的各种学说的价值 
 
第三节 法人的分类 
一、公法人与私法人 
知识点：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含义、分类标准、分类的意义 
二、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知识点：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含义、分类标准、分类的意义 
三、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 
知识点：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的含义、分类标准、分类的意义 
四、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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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含义、分类标准、分类的意义 
五、普通法人与特殊法人 
知识点：普通法人与特殊法人的含义、分类标准、分类的意义 
六、本国法人与外国法人 
知识点：本国法人与外国法人的含义、分类标准、分类的意义 
 
第四节 法人的民事能力 
一、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知识点：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含义、特点 
二、对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 
知识点：法人民事权利能力所受限制的表现形式：自然性质的限制、法规的限制、法人目的的限制 
三、关于目的限制的性质 
知识点：关于目的限制性质的各种学说：权利能力限制说、行为能力限制说、代表权限制说、内部

责任说 
四、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知识点：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含义、特点、法人的代表人的含义及法律地位 
五、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知识点：法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相关学说、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 
六、非法人团体 
知识点：非法人团体的含义、非法人团体与合伙的区别、非法人团体的要件、非法人团体的类型、

非法人团体的民事能力 
 
第五节 法人的成立 
一、法人成立的意义 
知识点：法人成立的含义、法人成立与法人设立的区别与联系 
二、法人成立的条件 
知识点：法人成立的条件；法人设立的各项原则：自由设立主义、特许设立主义、行政许可主义、

准则设立主义、强制设立主义；我国法律采取的法人设立的原则 
 
第六节 法人的机关 
一、法人机关概述 
知识点：法人机关的含义、法人机关与代理、法人机关的种类 
二、中国企业法人的机关 
知识点：公司企业法人的机关、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机关 
三、中国非企业法人的机关 
知识点：中国非企业法人的机关的具体表现 
 
第七节 法人的住所 
一、法人住所的意义 
知识点：法人住所的含义 
二、法人住所的决定 
知识点：如何决定法人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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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法人的消灭 
一、法人消灭的意义 
知识点：法人消灭的含义 
二、解散 
知识点：解散的含义与法律意义、解散的原因 
三、清算 
知识点：清算的含义与法律意义、清算人及其职责、清算终结 
 
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1、法人的含义及主要类型； 
2、法人的民事能力的特点； 
3、法人的成立； 
4、法人的机关； 
5、法人消灭的方式及具体程序。 
3、教学时间：6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案例分析方法加深学生对法人制度的了解。 

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139-174 页；参考资料：第 70-116 页。 

6、思考题 
1、什么是法人，什么是社团法人，什么是财团法人？ 
2、与自然人相比，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行为都有哪些特点？ 
3、法人成立需要哪些条件？ 
4、法人机关包括哪些？ 

5、法人消灭包括哪些具体程序？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 
1、目录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一、民事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 
知识点：私法自治对民事法律行为的重要性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意义 
知识点：民事法律行为的含义、特点 
 
第二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一、双方行为、单方行为、多方行为 
知识点：双方行为、单方行为、多方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二、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 
知识点：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三、要物行为与不要物行为 
知识点：要物行为与不要物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四、生前行为与死因行为 
知识点：生前行为与死因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五、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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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六、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 
知识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七、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 
知识点：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八、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 
知识点：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九、主行为与从行为 
知识点：主行为与从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十、独立行为与补助行为 
知识点：独立行为与补助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十一、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 
知识点：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相互间的区别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 
一、成立要件 
知识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与特别成立要件 
二、生效要件 
知识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与特别生效要件 
三、法律行为之标的 
知识点：对法律行为标的的要求：标的合法、标的可能、标的确定 
四、法律行为标的不能的分类 
知识点：法律行为标的不能的分类及各自的法律后果：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

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永久不能与一时不能、全部不能与一部不能 
 
第四节 意思表示 
一、意思表示的构造 
知识点：意思表示的成立过程、意思表示的含义 
二、效果意思 
知识点：效果意思的含义 
三、表示行为 
知识点：表示行为的含义 
四、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 
知识点：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含义及其在法律实务的意义 
五、意思表示的成立 
知识点：意思表示成立需要的三项要素：效果意思、表示意思与表示行为 
六、意思表示的效力发生 
知识点：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发生效力的时间、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发生效力的时间、关于承诺生

效的发信主义与到达主义 
 
第五节 意思与表示不一致 
一、故意的不一致 
知识点：真意保留的含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力；虚伪表示的含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力；隐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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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含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力；脱法行为的含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力 
二、无意的不一致 
知识点：错误的含义、分类与效力；误传的含义与效力；中国民法上重大误解的含义与法律效力 
 
第六节 意思表示不自由 
一、欺诈 
知识点：欺诈的含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力 
二、胁迫 
知识点：胁迫的含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力 
 
第七节 条件、期限 
一、法律行为之附款 
知识点：法律行为附款的含义 
二、条件 
知识点：条件的含义、特点；条件的分类：停止条件与解除条件、积极条件与消极条件、随意条件、

偶成条件与混合条件；非真正条件：法定条件、不法条件、确定条件、不能条件、矛盾条件；条件

成就与不成就的法律后果；条件成否未定；不许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类型 
三、期限 
知识点：期限的含义、特点；期限的分类：始期与终期、确定期限与不确定期限；期限的效力；不

许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第八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 
一、法律行为的解释 
知识点：法律行为解释的含义与目的 
二、法律行为的解释方法 
知识点：各种解释方法的含义与应用：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公平解释、诚

信解释 
 
第九节 民事行为的无效与撤销 
一、民事行为概说 
知识点：民事行为的含义及其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关系 
二、无效的民事行为 
知识点：无效民事行为的含义、特点：全部无效与一部无效的民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民

事行为 
三、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知识点：撤销的含义、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含义及其特点；撤销权的含义、性质、效力；撤销权的行

使、消灭 
四、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知识点：效力未定民事行为的含义、类型 
五、公序良俗原则 
知识点：公序良俗原则的含义、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类型 
 
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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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事法律行为的含义与主要分类； 
2、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3、意思表示的含义及其构成要件； 
4、意思表示瑕疵的具体表现形式； 
5、条件与期限对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或失效的意义； 
6、民事行为的无效或被撤销后的处理。 
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对民事法律行为这一重要理论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为进一步学习民

法的其他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本章的全部内容都非常重要，包括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分类、构

成要件、解释；意思表示的含义、构成要件及意思表示瑕疵的具体类型；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与附

期限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3、教学时间：9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案例分析方法加深学生对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了解。 

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175-233 页；参考资料：第 133-168 页。 

6、思考题 
1、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2、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哪些主要的分类？ 
3、论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 
4、意思表示瑕疵的具体情形及其法律后果是什么？ 
5、论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条件应当具备的构成要件。 
6、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第七章 代理 
1、目录 
第一节 代理的概念 
一、代理的意义 
知识点：代理的含义、代理制度的社会作用 
二、广义代理与狭义代理 
知识点：广义代理与狭义代理的含义、关系 
三、与代理相类似的概念 
知识点：代理与下列概念的区别：使者、法人代表、居间人、行纪人、经销商 
 
第二节 代理关系 
一、代理关系的当事人 
知识点：代理关系的三方当事人：本人、代理人、第三人 
二、代理为三方关系 
知识点：代理关系中三方当事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 
 
第三节 代理权 
一、关于代理权性质的学说 
知识点：关于代理权性质的如下学说：否认说、权力说、权利说、能力说、地位说 
二、代理权为一种法律权力 
知识点：代理权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 
三、代理权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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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代理权因如下原因而发生：依法律规定当然发生、依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指定发生、依本

人授权行为发生、依外表授权而发生、依某种紧急情况而发生 
四、授权行为 
知识点：授权行为的独立性、授权行为是单方行为 
 
第四节 代理的分类 
一、民法上的代理与诉讼法上的代理 
知识点：民法上的代理与诉讼法上的代理的含义、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二、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知识点：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的含义、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三、积极代理与消极代理 
知识点：积极代理与消极代理的含义、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四、概括代理与限定代理 
知识点：概括代理与限定代理的含义、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五、法定代理、指定代理与意定代理 
知识点：法定代理、指定代理与意定代理的含义、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六、有权代理与无权代理 
知识点：有权代理与无权代理的含义、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七、单独代理与共同代理 
知识点：单独代理与共同代理的含义 
八、复代理 
知识点：复代理的含义、适用范围 
九、紧急代理 
知识点：紧急代理的含义及适用范围 
 
第五节 代理行为 
一、代理行为的范围 
知识点：可以适用代理的行为及不可以适用代理的行为 
二、代理行为的性质 
知识点：有关代理行为性质的各种学说 
三、代理行为的成立要件 
知识点：代理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与特殊成立要件 
四、代理行为的生效要件 
知识点：代理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与特殊生效要件 
 
第六节 无权代理 
一、无权代理之意义 
知识点：无权代理的含义与特点 
二、无权代理的发生原因 
知识点：无权代理的各种发生原因：代理权已经消灭、超越代理权范围、自始没有代理权 
三、无权代理之效力 
知识点：无权代理效力的特点 
四、本人之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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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本人追认的法律意义及效力 
五、相对人的保护 
知识点：相对人的催告权与撤销权 
六、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 
知识点：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的具体情形 
七、恶意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的连带责任 
知识点：恶意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 
八、委托书授权不明时本人与代理人的连带责任 
知识点：委托书授权不明时本人与代理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 
 
第七节 表见代理 
一、表见代理之意义 
知识点：表见代理的含义、存在理由 
二、表见代理之要件 
知识点：表见代理的各项构成要件 
三、表见代理适用范围的扩张趋势 
知识点：表见代理适用范围扩张的原因 
 
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1、代理的含义； 
2、代理关系的当事人； 
3、代理的具体类型； 
4、代理权的取得方式； 
5、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的要求； 
6、无权代理的类型及其法律后果； 
7、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 
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初步掌握代理法律关系的内容、代理人行使代理权的要求、代理权产生的根

据、无权代理及其法律后果、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具体表现及其法律后果，并且能够运用代理知

识解决简单的实际案件。 
3、教学时间：6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案例分析方法和例证的方式加深学生对代理制度的

了解。 

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234-264 页；参考资料：第 169-189 页。 

6、思考题 
1、代理的概念与特征是什么？ 
2、代理权的取得方式是什么？ 
3、法律对当事人行使代理权的要求是什么？ 
4、无权代理的类型与法律后果是什么？ 
5、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是什么？ 
 
第八章 诉讼时效 
1、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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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时效的概念 
一、时效制度 
知识点：时效的含义、发展历史、法律特点 
二、时效制度的重大功能 
知识点：时效制度的各项功能：稳定法律秩序、作为证据之代用、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 
三、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之异同 
知识点：两种时效制度的区别与相同点 
四、关于两种时效的不同立法 
知识点：各国关于时效制度的立法模式 
五、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 
知识点：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含义、二者的区别 
 
第二节 诉讼时效的效力 
一、关于诉讼时效效力的立法主义 
知识点：各国关于诉讼时效效力的三种立法主义：实体权消灭主义、诉权消灭主义和抗辩权发生主

义 
二、中国民法通则采诉权消灭主义 
知识点：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效力采取的立法态度 
三、法庭可否不待当事人主张而主动适用时效 
知识点：法庭可不可以主动适用时效制度 
四、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的履行 
知识点：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自愿履行行为的效力 
五、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的承认 
知识点：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的承认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效力 
六、诉讼时效效力所及的范围 
知识点：诉讼时效效力对权利的影响 
 
第三节  诉讼时效的客体 
一、诉讼时效客体的意义 
知识点：何为诉讼时效的客体，研究这一课题的法律意义是什么 
二、债权请求权 
知识点：债权请求权中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权利类型 
三、物权请求权 
知识点：物权请求权中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权利类型 
四、基于身份关系的请求权 
知识点：基于身份关系的请求权中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权利类型 
五、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请求权 
知识点：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请求权中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权利类型 
六、基于相邻关系的请求权 
知识点：基于相邻关系的请求权中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权利类型 
七、基于合伙、联营、投资关系的请求权 
知识点：基于合伙、联营、投资关系的请求权中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权利类型 
八、基于储蓄关系、债券关系的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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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基于储蓄关系、债券关系的请求权中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权利类型 
 
第四节 诉讼时效的期间 
一、诉讼时效期间的分类 
知识点：诉讼时效期间的类型：普通时效期间、特别时效期间和最长时效期间 
二、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知识点：各种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 
知识点：诉讼时效期间中止的概念、条件、效力 
四、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 
知识点：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概念、法定事由和效力；诉讼时效期间中断与诉讼时效期间中止的区

别 
五、诉讼时效期间的延长 
知识点：诉讼时效期间延长的概念、决定权的归属 
 
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1、时效的概念和种类 
2、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除斥期间的区别； 
3、诉讼时效的效力； 
4、诉讼时效的客体； 
5、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中断、中止和延长 
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对诉讼时效制度有全面的了解，并能够运用诉讼时效的具体制度解决实

际案例。 
3、教学时间：5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案例分析与例证的方式加深学生对诉讼时效制度的

了解。 

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265-273 页；参考资料：第 190-202 页。 

6、思考题 
1、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除斥期间的区别是什么？ 
2、诉讼时效期间中断与诉讼时效期间中止的区别是什么？ 
3、各国对诉讼时效效力的规定有什么不同？ 
4、诉讼时效的客体是什么？ 
 

第九章 期日、期间 
1、目录 
第一节 期日、期间的意义 
一、时间的重要意义 
知识点：时间在民法中的重要意义 
二、期日 
知识点：期日的含义及其表现 
三、期间 
知识点：期间的含义及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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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期日、期间的计算 
一、计算方法 
知识点：自然计算法、历法计算法的含义 
二、期间之起算点 
知识点：期间起算的各种方法 
三、期间最后一日之终止点 
知识点：如何确定期间最后一日之终止点 
四、期间最后一日之决定 
知识点：如何确定期间最后一日之决定 
 
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1、期日、期间的含义及其法律意义； 
2、期日、期间的具体计算方式。 
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初步了解期日、期间的含义及其在民法上的意义。 
3、教学时间：1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例证的方式加深学生对期日、期间的了解。 

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281-284 页；参考资料：第 203-204 页。 

6、思考题 
1、什么叫期日、期间？ 
2、期间的计算方法有哪些？ 
 
第十章 权利的行使 
1、目录 
第一节 权利行使概述 
一、权利行使的意义 
知识点：权利行使的概念；与下列类似概念的区别：权利之享有、权利之主张、权利之实现 
二、权利行使的限制 
知识点：民法为什么要对权利行使实施限制 
三、权利的保护 
知识点：权利保护的两种方法：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 
 
第二节 诚实信用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意义 
知识点：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 
知识点：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是什么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 
知识点：诚实信用原则的各项法律功能 
四、诚信原则是否有修正现行法的功能 
知识点：各国对诚信原则是否具有修正现行立法的功能所持的态度 
五、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知识点：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合理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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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利滥用之禁止 
一、禁止权利滥用之意义 
知识点：禁止权利滥用的含义 
二、权利滥用与侵权行为的区别 
知识点：权利滥用与侵权行为的各种区别 
三、权利滥用之要件 
知识点：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须有正当权利存在或与权利之行使有关；须行使权利损害他人或社

会利益；须具有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故意 
四、关于“加害故意”要件的判例学说与发展趋势 
知识点：何为“加害故意”，各国对这一要件的发展 
五、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的功能 
知识点：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的各项功能：作为侵权行为的判断基准、使民事权利的范围明确化、

据以缩小民事权利的范围、强制调停权利人与他人的利益冲突 
六、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关系 
知识点：有关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关系的各种学说 
七、权利滥用的效果 
知识点：权利滥用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第四节 私力救济 
一、自助行为 
知识点：自助行为的含义、构成要件、法律效果 
二、自卫行为 
知识点：自卫行为的含义、类型、自卫行为免责的理由；正当防卫的含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紧急避险的含义、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1、权利行使的含义； 
2、诚实信用原则在权利行使中的作用； 
3、民法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因； 
4、对权利进行私力救济的方式以及行使这些方式应当注意的问题。 
3、教学时间：2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案例分析方法和例证的方式加深学生对权利行使的

了解。 

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285-308 页；参考资料：第 37-50 页。 

6、思考题 
1、为什么要在权利行使过程中强调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 
2、在实践中，权利滥用的表现方式有哪些，如何限制权利的滥用？ 
3、法律为什么允许当事人进行私力救济，在实施私力救济时应当注意什么问题？  
 
第十一章 民法的效力、适用与解释 
1、目录 
第一节 民法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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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时之效力 
知识点：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新法改废旧法原则 
二、关于人的效力 
知识点：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对人的不同影响 
三、关于地的效力 
知识点：法律在地域上的适用特点 
 
第二节 民法的适用原则 
一、法律适用的意义 
知识点：法律适用的含义及基本模式 
二、民法适用的原则 
知识点：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强行法优先于任意法、例外规定排除一般规定、无具体规定时方可

适用原则性条文 
 
第三节 民法的适用与解释 
一、法律适用的逻辑 
知识点：法律适用的逻辑过程是什么 
二、法律解释 
知识点：法律解释的必要性、法律解释的意义 
三、法律解释的种类 
知识点：法律解释的各种类型：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裁判解释与学说解释、广义解释与狭义解释 
 
第四节 民法解释方法 
一、文义解释 
知识点：文义解释的含义、具体应用 
二、体系解释 
知识点：体系解释的含义、具体应用 
三、法意解释 
知识点：法意解释的含义、具体应用 
四、扩张解释 
知识点：扩张解释的含义、具体应用 
五、限缩解释 
知识点：限缩解释的含义、具体应用 
六、当然解释 
知识点：当然解释的含义、具体应用 
七、目的解释 
知识点：目的解释的含义、具体应用 
八、合宪性解释 
知识点：合宪性解释的含义、具体应用 
九、比较法解释 
知识点：比较法解释的含义、具体应用 
十、社会学解释 
知识点：社会学解释的含义、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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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知识、理论以及预期的学生应达目标 
1、民法的效力； 
2、民法的适用原则； 
3、民法的解释方法； 
4、民法的适用与民法的解释之间的关系。 
学生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民法的效力包括哪些方面，在具体适用民法时应当遵循哪些原则，为什

么要借助于民法的解释来具体适用民法，民法的解释方法包括哪些，并且能够初步运用本章学到的

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一些初步的现实法律问题。 
3、教学时间：1学时 

4、教学手段和方法：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例证的方式加深学生对民法效力、适用与解释的了

解。 

5、教材与参考资料：教材：第 309-320 页；参考资料：第 16-19 页。 

6、思考题 
1、民法的效力包括哪些方面？ 
2、民法的适用原则包括哪些？ 
3、民法的主要解释方法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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