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婚姻家庭法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42031079

*学时

（Credit Hours）
48

*学分

（Credits）
3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婚姻家庭法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民法总论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课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学生系统认知和学习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要求学生全面、准确地掌握我国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法律、法规，

以及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课程重点围绕着法律的理解与适

用展开，课程内容反映学科的前沿性和时代性，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社会

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德法兼修、诚实守信的专业素养和公民素质。

课程内容：分为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两部分：婚姻家庭法部分包括婚姻家庭法

概述、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继承法部分包括继承法概述、法定继承、

遗嘱继承、遗产处理四部分。

课程目标：通过知识内容的传递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效果，教学实施中

侧重学习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学业考评注重将平时学习情况与期末

考试有机结合，加强过程评价与反馈。

教学方法：将知识传授与能力、素质培养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

能力和思维方法，注重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关注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教学形式体

现先进性和互动性。

要求学生能掌握本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并在课前

针对讨论的问题认真查阅资料，按时完成和提交作业。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e course adheres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cultivates student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of legal discipline system and acade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s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theori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marriage, family and inheritance law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applicability and operability of law, reflects the cutting-edge
and contemporary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and guides students to dive into social
practic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ssues of social reality. The course will cultivate
students ’ occupational qualities of ser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sincerely,
providing service with integrity, and learning both legal expertise and ethics.

The course includes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s well as the inheritance law. The
part of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includes overview of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marriage system,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divorce system. The part of the inheritance law
includes four parts: overview of the inheritance law, legal inheritance, testamentary
inheritance, and the disposition of the estate.

This course aim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by transferring the content of
knowledge. I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the course will devote mor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bility of learning, analyzing, and problem-solving. For the evaluation of learning, the



usual learning situation and final exam will be effectively combined to strengthen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on the process.

In terms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course integrates the teaching of knowledge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ability and quality, cultivates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thinking
methods of solving problems, combines teaching and discussion, pays attention to social
hotspots and difficult problems, and reflects the advanced nature and interaction of the
teaching form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theories of this course,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 discussion actively, and consult the references and prepare
seriously for the discussion topics, and complete the coursework.

*教材

（Textbooks）
婚姻家庭继承法（第二版），夏吟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11 版，ISBN
978-7-04-057130-1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见“备注”栏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全校本

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邓丽，法学所副研究员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培养学生系统认知和学习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要求学生全面、准确

地掌握我国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理论，并将对法律与法学的理解融入社会实践、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提升

其学习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经世济民、德法兼修、诚实守信的专业

素养和公民素质。

*考核方式

（Grading）
平时成绩：30%；期末成绩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3 3

第一编 婚姻法

第一章婚姻家庭法概述

第一节 婚姻家庭

具体内容：1.概念 2.属性 3.职能

第二节 婚姻家庭制度

具体内容：1.概念 2.历史类型

第三节 婚姻家庭法

具体内容：1.概念 2.特点 3.法律渊源

第四节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沿革

具体内容：1.古代 2.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 3.革命根据地实践 4.中华

人民共和国时期

教学方法：讲授

第二周 3 2 1

第二章 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概述

具体内容：1.内容 2.体系地位

第二节 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

具体内容：1.内涵 2.释义

第三节 婚姻自由

具体内容：1.内涵 2.释义

第四节 一夫一妻

具体内容：1.内涵 2.释义

第五节 男女平等

具体内容：1.内涵 2.释义

第六节 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内容：1.内涵 2.释义

第七节 婚姻家庭成员责任

具体内容：1.内容 2.强制性规范与倡导性规范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讨论题目：你认为，当前我国婚姻家庭制度面临哪些挑战？

第三周 3 3

第三章 亲属制度

第一节 亲属的概念和种类

具体内容：1.概念 2.范围

第二节 亲系和亲等

具体内容：1.亲系 2.亲等

第三节 亲属关系的发生和终止

具体内容：1.配偶关系 2.血亲关系 3.姻亲关系

第四节 亲属关系的法律效力

具体内容：1.民法效力 2.其他部门法效力

教学方法：讲授

第四周 3 2 1

第四章 结婚制度

第一节 概述

具体内容：1.概念 2.历史沿革

第二节婚约

具体内容：1.性质 2.争点

第三节 实质要件

具体内容：1.必备条件 2.禁止条件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讨论题目：法定婚龄问题

第五周 3 3

第四节 形式要件

具体内容：1.概述 2.结婚程序类型 3.我国结婚程序

第五节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

具体内容：1.无效婚姻 2.可撤销婚姻

教学方法：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第六周 3 2 1

第五章 家庭关系

第一节 夫妻关系

具体内容：1.人身关系 2.财产关系

教学方法：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讨论题目：生育权问题；夫妻财产制问题

第七周 3 3

第六章 收养制度

第一节 概述

具体内容：1.收养法律行为 2.收养基本原则

第二节 收养的成立

具体内容：1.实质要件 2.形式要件

第三节收养的解除

具体内容：1.收养的法律效力 2.解除条件与程序

教学方法：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第八周 3 2 1

第四章 离婚制度

第一节 婚姻终止概述

具体内容：1.因配偶死亡而终止 2.因离婚而终止

第二节 离婚制度沿革

具体内容：1.立场的演变 2.制度的演变

第三节 登记离婚

具体内容：1.条件 2.程序 3.实践中的问题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讨论题目：离婚冷静期问题

第九周 3 3 1

第四节 诉讼离婚

具体内容：1.条件 2.程序 3.实践中的问题

第五节 离婚的法律效力

具体内容：1.婚姻当事人之间

教学方法：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讨论题目：财产分割问题

第十周 3 2 1

第五节 离婚的法律效力

具体内容：2.父母子女之间

教学方法：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讨论题目：子女抚养问题

第十一周 3 2 1

第六节 离婚救济制度

具体内容：1.家务劳动补偿 2.离婚损害赔偿 3.经济帮助

教学方法：讲授与案例教学、讨论相结合

讨论题目：离婚救济制度



第十二周 3 2 1

第八章 特别保护与特殊规定

第一节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1.违法行为 2.救助措施 3.法律责任

第二节 民族婚姻、涉外婚姻及收养

具体内容：1.民族地区变通适用 2.涉外婚姻 3.涉外收养

教学方法：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讨论题目：关于婚姻家庭违法行为，你有哪些观察、思考和应对？

第十三周 3 2 1

第二编 继承法

第九章 概述

第一节 继承与继承法

具体内容：1.继承的概念 2.继承法的概念 3.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继承法律关系与继承权

具体内容：1.继承法律关系概述 2.继承权取得与放弃 3.继承权丧失

第三节 遗产

具体内容：1.特征 2.范围

教学方法：讲授与案例教学、讨论相结合

讨论题目：虚拟财产是否为遗产

第十四周 3 3

第十章 法定继承

第一节 概述

具体内容：1.特征 2.适用范围

第二节 范围和顺序

具体内容：1.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2.继承顺序

第三节 代位继承与转继承

具体内容：1.代位继承 2.转继承

第四节 酌分请求权人

具体内容：1.概念与特征 2.类型

第五节 法定继承人应继份

具体内容：1.概念 2.我国现行规定

教学方法：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第十五周 3 3

第十一章 遗嘱继承、遗赠与遗嘱信托

第一节 遗嘱概述

具体内容：1.概念 2.特征 3.有效条件

第二节 遗嘱继承

具体内容：1.概念 2.特征 3.适用

第四节 遗赠

具体内容：1.概念 2.特征 3.适用

第五节 遗赠扶养协议

具体内容：1.概念 2.特征 3.制度功能

第六节 遗嘱信托

具体内容：1.概念 2.特征 3.制度功能

教学方法：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第十六周 3 3

第十二章 遗产的处理

第一节 遗产的接受和放弃

具体内容：1.继承开始 2.遗产管理人

第二节 遗产的管理与分割

具体内容：1.管理 2.分割



第三节 遗产债务的清偿

具体内容：1.清偿原则 2.清偿方法

第四节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赠遗产的处理

具体内容：1.界定 2.处理

教学方法：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总计 48 39 9

备注（Notes）

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

4.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

5.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6. 薛宁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婚姻家庭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

7. 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8.【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 2022 年版；

9.朱广新：《未成年人保护的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