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课程建设介绍（申请认定） 

课程名称：民法与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           课程代码： 2300314       选课人数 52        

开课学院：法学院                           授课教师：  赵秀梅            

育人要点 成效（或计划）简介 

教师风范 

（课程负责人的学术成就和创新事迹，300字） 

赵秀梅，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研究所所长。本人在《法学论坛》、

《法学杂志》、《政法论坛》、《法律适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山

东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和教材多部。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北京社科基金、中国法学会、中国科协等多项课题。本人

被评为北京理工大学师德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曾获得北京市教委教

育工委组织的教学比赛二等奖，北京理工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

奖，北京理工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指导学生参加“北京市大学生模拟

法庭竞赛”，获得冠军和一等奖。 

价值塑造 

(如教学设计及实践，包括已实现的和下一步计划，500字) 

1.理论教学内容采取研究型的教学方法。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是实

现实务判决、法学理论和法条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学生从研究真实判

决书开始，在此基础上研究相关的法律规定、立法目的，进一步提高学

生们法学理论知识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2．实践教学内容采用模拟庭审的案例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需要自己在最高法院裁判文书网上寻找案例，然后自己在课堂上

分析案件的法律关系，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分析

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和判决的理由，然后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需

要提交书面的研究报告）。 

3.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生成为课题教学的主体，教师引导

教学活动的开展。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分别模拟原告、被告和法官

的身份，他们不仅要陈述案例中起诉书、答辩状和判决书的内容，同时

还必须指出判决书中的错误及修改建议。授课教师会纠正学生的错误，

并讲解目前在理论、立法和实务上的最新进展，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理论

和实务水平。 



知识教育 

(如教学内容等，特别是科教融合或产学融合，包括已实现的和下一步计划，

500字) 

第一本课程的知识教育是根据民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的知识体系

来安排的。尽管采取以案例教学为主的方式，但案例的选择是根据民法

总论、物权法、债权法、侵权责任法的实体法的知识体系来选择的。 

第二，本课程涉及的民事诉讼法的案例是根据民事诉讼管辖、证

据、审判程序、执行的知识体系来选择的。 

第三，本课程的知识教育内容的选择具有以下特点：（1）前沿性。

选取的是近两年的案例。（2）疑难性。本课程选取的案例在法律适用和

判决结果存在重大错误。（3）争议性。本课程选择的案例存在巨大争议，

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4）立法价值。本课程选取的案例对立法的完

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实践能力

（创新性、

批判性、 

颠覆性 

思维培养） 

(如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效果，包括已实现的和下一步计划，1000字) 

第一，本门课程的教学设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突破以往实体法和

程序法分别上课的模式，两位老师同堂上课，相互协作，并以学生分析

案例为教学的中心。对于案件中涉及的民事实体问题由赵秀梅老师负

责阐释、分析和论评，涉及的民事诉讼程序性问题由丛青茹老师负责评

析和讲解。真正实现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融合。两位老师之间对各自领

域的问题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对方领域，并就很多问题进行深入、

广泛的探讨和交流，共享观点、思想和资料。本课程的教学模式在国内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第二，本课程的教学过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1）案例教学方

法。本课程选择最高法院及各省、市、自治区高院、中院近两年的疑难

案件作为教学案例。本课程的知识教育教学是以案例教学为主。学生要

研究最新的、典型的疑难案例。同时还要研究最新的立法、司法解释以

及法律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案例分析的观点。（2）本课程的知识

教育采取实体法和程序法结合的教学方法。在案例教学中，注重民法和

民事诉讼法多学科知识融合。（3）本课程的知识教育侧重培养学生的法

律思维能力、案例分析能力、法庭辩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法律文书的写



作能力，侧重培养法律硕士的实务能力。 

第三，本课程的教学效果。本课程教学有案例教学、问题引导等特

点，教学目标明确、定位准确，内容丰富，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对能力

的培养；备课充分，精神饱满，讲课熟练，讲解透彻；方法得当，因材

施教，注重启发，引导思考，教学互动，交流活跃；授课有吸引力，学

生思维活跃，上课注意力集中，听课状态好，教师教学方式方法好，整

个教学效果好。我们认为这门课程是一门非常优秀的课程，达到了精品

课程的水平，可以在相关专业（特别是在法学专业）进行推广，建议作

为法学院的示范课程。（学督导组专家评价） 

 

课程考核 

（请提供一份最优秀的答卷，或考核设计简介，300字） 

《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采取百分制计算分数。 

第一，口头的案例介绍分析成绩占总成绩的 50%。通常 3 个学生

组成一个小组。在课堂教学中，该小组要进行案例分析。三个同学分别

模拟原告、被告代理律师和法官。 

第二，小组学生平时参与课堂发言、讨论、提问成绩占总成绩的

20%就，（指整个教学学时内参加课堂讨论和发言）， 

第三，小组学生的期末书面案例分析成绩占总成绩 30%。课程结

束后，每个小组的学生都需要提交一份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每个小组

需要完成三份报告：模拟原告、被告的律师需要提交自己撰写的起诉书

和答辩状。模拟法官学生需要提交一份自己撰写的判决书。学生撰写的

研究报告，要修正案件中的错误、要重新设计法律文书的写作逻辑、增

加法律条文适用的理由。学生撰写法律文书是课堂教学的继续，他们需

要把课堂上口头讨论的问题转换为文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过

程，口头辩论和书面表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训练角度。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放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