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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A9_E6_98_8E_E8_c36_480188.htm 同学们在学习民法学

中都能感觉到，民法的概念、规则、制度、法律条文都非常

抽象，之所以抽象，因为这是法学家们通过长期对诸多复杂

的法律现象进行抽象逻辑思考后归纳整理出来的。用马克思

的话来说，这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从具体到抽象。 对于抽

象的民法理论，单纯的死记硬背是无济于事的，很可能一个

民法的制度，你能说出其中所涉及概念的定义、法律特征、

构成要件，可一遇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时侯依旧茫然不知所措

。同学们怎么样能将在课堂上所学习到的民法理论真正与法

律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而不是成为“两张皮”？我认为最

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案例分析”。一个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案

子放到你面前，可以非常有效的检验你的能力，也就是作为

一个法律人应具备的能力。 一个案子拿到手，首先，同学们

要有能力分析这里面涉及到哪些法律关系。有些案子可能比

较简单，就只有一重民事法律关系，有些复杂点，会涉及到

多重民事法律关系，更负责的甚至既包括民事法律关系，也

包括行政法律关系或刑事法律关系。即便是单纯的民事法律

关系，那么其中相应的民法概念、民法规则与民法制度的内

涵、外延、法律特征、构成要件等等，你也必须非常清楚，

不能有半点含糊。在法律关系分析清楚后，同学们还要知道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内有哪些相应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能够

运用到本案。这一切条件准备充分后，下面进行的就是一个

将抽象的法律条文、法学理论与实际案情融会贯通的工作。



有的时候，同学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案子理论上虽然有解答

，可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不完善不清楚，法官不

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审理案件，作为一个法律人又何

尝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解答问题？此时，我们可能需

要的就是在不违背法律的精神的前提下，做出合理的法律解

释，进行深入的价值考量。 尽管我本人这些年在民法的教学

、研究工作中也很重视对案例的分析，但我感觉案例民法学

在我国还没有受到高度的重视。就同学们如何有效的透过案

例分析研究学习民法，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可以供同学们

参考。 首先，对于初学民法的同学们来说，应该选定一到两

本非常简明、清晰的民法学教科书，认真读上几遍，对书上

讲到的民法的基本概念、规则、制度都非常清晰的通盘了解

。这是下一步进行案例分析加深对民法理论掌握成都的根本

前提。然后，同学们可以在得到老师的指导帮助或聘请高年

级同学加入的前提下，组成案例分析小组，三五人或七八人

都可以，从一本好案例分析的书籍（如果没有也可以直接从

我国各级法院已经公布的案件）中选择一个案子，发给参与

讨论的同学。至于选择什么样案例，我想可以遵照这样几个

原则：1、由易到难。可以先选比较容易的案例来分析，这样

循序渐进，既遵循了学习民法的规律，也可以激发大家的学

习兴趣。2、尽量聘请老师或高年级的同学帮助。毕竟老师与

高年级的同学学习民法的时间比较长，理论功底也相应的比

较扎实，他们选择的案例价值比较大。 获得案例后，由小组

选出一位负责的同学将案例材料复印分发给大家，同时规定

一个时间，让大家各自研究，写出案例分析报告。等待开会

讨论的前四五天由这个负责的同学收上来，交给老师或高年



级的同学，由他们选择一到两个主题发言人。在开会时主题

发言人先就各自对案例的研究做出主题报告，其他同学既可

以提问，也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通过不同思想、观点

的冲撞砥砾，好的思想观点自然脱颖而出。会后参与会议的

同学中分析的不正确的同学应该应反思自己为什么分析的不

对，找出原因，发现问题，然后查找资料，进行核对，进而

重新学习没有理解透彻的民法理论，此时他自然会别有一番

滋味的。这样就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学术研究的第二步，从

抽象到抽象的具体。如此抽象到具体，具体再到抽象，穿梭

于法律与事实之间，循环往复，持之以恒，相信等到大家毕

业时虽不敢说完全具备一个法律人需要的能力，无疑也是有

非常大的长进了。 当然，学好民法的方法还有很多，我这里

只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谈了一下通过案例分析学习民法的

方法，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扎实的掌握民

法知识，更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掌握其他更好的方

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法律人，为我们国家的法治事业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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