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心得体会3000字(汇总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心
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
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
方向。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
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民法心得体会3000字篇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
那么民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

回应一些社会关切的问题，如“扶不扶”“救不救”一度困
扰公众，民法典明确了侵权人和受益人的各自责任。

同时也明确了见义勇为者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有助于杜
绝“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为老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了充分的法治保障。

民法心得体会3000字篇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过20__年度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__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典被
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这是因为该法典是民事权利的宣
言书和保障书。[民法典]实施后，现行的[婚姻法][继承
法][收养法][民法通则][物权法] [担保法][合同法] [侵权
责任法][民法总则]将被替代。

1民法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中行为的规范，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
法。民法即私法，是关于个人或私人的法。如隐私权和信息



权，民法就是关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公民或法人等的财产和人
身关系方面的法律规范。

从市场经济的概念方面可以看出，民法具有 私法的特征：民
法是以“私”字为核心的私权经济，这个特点符合市场经济
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的基本主体是私人(指有独立利益和人
格的一切主体)，其发展动力是私心;而且追求的目标也是私
利。因此，可以说民法又是权利法和平等法。即对任何一个
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都要平等地保护。

假如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那么民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
几乎所有 的民事活动大到合同签订 公司设立，小到缴纳物
业费离婚，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2 民法通过强调人性，追求真 善美，实现社会文明程度的提
高。如被称为“帝王规则”的老实信用原则，它要求民事活
动要以依此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否则，就在承担民事
责任。

英国法学家梅因曾说：“一个民族，假如民法规范健全，说
明它的文明程度高;假如刑法健全，说明它的社会文明程度低。
”[民法典]的出台，表明了我国社会将进入一个文明进步的
新时代。

3 [民法典]内容决定了 民事权利和义务以及民事行为和责任
问题，需要与民法意识 民法观念的培育和普及有 关。

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 财产安全 交易便利 生活幸福
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 鲜亮
中国特色 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民法典中涉及的婚姻
继承和收养问题，涉及的财产方面的物权以及债权方面的合
同问题以及侵权责任问题，都是基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四要素
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要求人们不 仅要有权利意识，
还要有 义务意识;不 仅要有 行为的合法性意识，还要有 责



任意识。假如一个人没有 民法观念，那么，他的人格观念
权利观念 利益观念自由观念以及责任观念就不 可能完善。
假如一个政府没有 民法观念，就可能不 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政府，更难说是一个法治的政府。

因此，民法意识的培养既是全民的自觉行为，也是政府责任。

4 民法典的贯彻实施是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建设的
重要内容。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很多规
定同有关国家机关的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直接关联，特殊是
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民法典的实施，会
很好地体现国家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

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人
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
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财
富的不断累积，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的时代的到来，人民群
众在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强，
期望对权利的保护更加充分，更加有 效。

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以及司法工作人员，要了 解民
法典的规范，了 解公民权利与义务和责任的要求。各级政府
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把民
法典作为行政决策 行政管理 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

民法心得体会3000字篇三

民法典有多么大的意义，它的亮点是什么，这些大家看看新
闻就可以心中有数。民法典的亮点在央视新闻的报道中，呈
现出来不少亮点比如未成年人受性侵、降低行为能力的年龄、
延长诉讼时效等等。

民法典作为社会的基本法，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立法表
达。民法典全面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呼应了我



国国情的现实需要，通过具体规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民法典的颁布，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客观需
要，大到国家所有制、土地制度，小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
生产经营、个人信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都可以在民法典中
找到依据。民法典的颁布，让公民更有尊严地生活，保障人
人享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
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还有各种各
样的财产权利等等。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们国家法
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依法治国迈上新台阶。

构建完备的社会财富保护体系，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让公民尊严得到充分尊重、民众智慧得到极大发挥、社会财
富得到充分涌流，是民法典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应当具有
的历史价值。他建议，民法典颁布后，普法教育要及时跟上，
尤其要通过教科书、现代通讯网络进行普及，普法教育要进
机关单位、进学校社区，走进千家万户。

民法心得体会3000字篇四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民法典心得体会200字

精品文档，仅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民法典心得体会200

字

在工作和学习等活动中体验或领会到的知识、技术、思想认
识等。下面是本站为大家整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心得，供大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是新中国截至目前体量最为庞大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
活的百科全书。我国《民法典》是保护公民私权利的法律汇
总，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法典》就是公民民事权利的宣言
书和保障书，作为事关每个公民从胎儿到身故后五十年漫长
岁月切身利益保障的法律，《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
休戚相关。大到国家所有制、土地制度、小到普通百姓的邻
里纠纷、婚姻家庭、生产经营、个人信息保护、私有财产权
利保护都可以《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民法典》不仅能统
一民事法律规范，消除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可以助
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相关，以人民至上绝不动摇，为人民幸福保驾护航。

从生活的鸡毛蒜皮到人生终身大事，更新服务零距离。从生
活中的充值、霸座到结婚登记、夫妻债务等，从细节中为人
民群众的钱袋子米袋子保驾护航，为人民群众打开幸福之门
提供有力保障。

民法典是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法典，使命是打造公平正
义环境。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提供了日常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加强。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变化的过程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驱动下的创新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法
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从一个人懵懂时为游戏充值，再到初入社会时网贷平台的利
滚利，再到见义勇为时不慎造成的损害，再到接到无数垃圾
短信的维权，这些看似生活中的小事，却记录了中国社会发
展的历程，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完善，体现
了中国社会矛盾的转化过程。在小明生活的点滴中，是一枝



一叶总关情的人民情怀，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果
展现。民法典让社会更加公平发展，让群众步入幸福安康的
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

本部民法典颁布生效以后，诉讼离婚的难度将会进一步增加，
法官判离会更加审慎，诉讼周期会变得更长。其中冷静期的
设置，意在让双方强化经营的意识，更加冷静理智的对待婚
姻当中的矛盾。笔者提醒大家，遇到婚姻中的小病小伤不要
轻易弃疗，要双方配合、耐心修复婚姻系统的防火墙。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婚姻是一场两人共同成
长彼此扶持的旅程，不在于配置多豪华，路线多奇幻，关键
在互相配合、一致行动、在取经的路上共同战斗，最终斩妖
除魔、修成正果。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误解彼此的方向，看不懂对方的信号，
经历各种心伤。别怕，这些坎坷都将见证你破茧成蝶的成长。
当你看到一路走来自己的成长、对方的成长，你们婚姻之树
由青青幼苗变得果实累累，一切的痛苦都是值得的。

示了中国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创造了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一跃而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果
来之不易，其中和谐安定、科学规范、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是关键，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体现，为中国创新
创造提供了不断成长壮大的优渥环境。小明的成长记录中国
法治改革历程，彰显中国之治的力量，一部民法典，一生守
护的人民情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向世界宣告着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 2020年是
不同寻常的一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
中国人民饱受疫情的困扰，在这个万众一心度过疫情的时刻，
民法典的出台可谓是为人民打上一针强心剂。这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目的是全方位、多角度保障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
法典，回应了民生的关键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

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经过多年努力，一部完整的民法
典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表决通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
刻，不仅仅是达成几代法律人的夙愿，更是对人民的殷切期
盼提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此次民法典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为目标，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时代要求，对我国
现行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
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与此相关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
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
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

人格权进行了明确规范，这意味着民法典的横空出世对老百
姓来说不仅仅是抵挡伤害的盔甲，更是奋起反抗的武器。让
以人为本真真切切的落实在生活中，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对人格权的保护提升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

此次民法典除了人格权独立成编之外还回应了一系列社会各
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说，这是一部社会活动百科全
书，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
民法典。



当然民法典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文字的魅力和缺陷总是形影
不离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部《哈姆雷特》，当民法典制
定好后，司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对其可能有不同的见解，
出台相应的解释、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就显得额外的重要，但
这只是后话，就把一切交给时间，让我们一起去见证。

这一部盛世之典不仅仅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写满
了14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必将在人类法治文明史上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法心得体会3000字篇五

申诉人：张xx，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址。

被申诉人：陈xx，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址：。

被申诉人：吴xx，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址：。

被申诉人：李xx，男，汉族，年月日，住址：。

申诉人因与上列各被申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市中
级人民法院事判决，特提出申诉。

申诉请求：

1.请求撤销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2.改判被申诉人陈xx赔偿申诉人死亡赔偿金元，其他被申诉
人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认定被申诉人陈xx与吴xx是合伙关系，属于认定事



实错误，原审原有证据可充分证明被申诉人陈xx是吴xx的雇
工。事实证据如下：

有充分证据证明被申诉人陈xx是被申诉人吴xx的雇工，因此
对于陈xx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吴xx应承担赔偿
责任：

1已先生效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中院刑事
判决书)第六个证据：

2中院刑事判决书第七个证据：

3陈xx故意伤害案公安分局案卷材料：

以上被已发生法律效力刑事判决书所采用的证据完全可以相
互印证，足以充分认定吴xx雇佣陈xx的事实。不知出于什么
原因，原审对于上述证据不予采用，反而认定陈xx与吴xx属
于合伙关系，该认定缺乏证据支持，且导致对于同一事实的
认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分别作出互相矛
盾的认定。

二、原审认为申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欠缺法律依据及认
为雇员遭受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损害的，雇员只能向第三
人要求赔偿，均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

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xxx4年5月1日期施行)第1x条与2x条规定：
在人身损害死亡案件中，赔偿权利人既可以主张死亡赔偿金，
同时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两者并不重复，而原审法
院却认为申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明显属
于适用法律错误。

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第三



人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赋予赔偿权利人选择
权，即既可追诉第三人，也可追诉雇主。而原审法院却认定
为申诉人已向第三人陈xx主张赔偿，就不能向雇主李xx主张
赔偿，显然也是适用法律错误。

由于原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申诉人
一家在痛失亲人后，到处奔走，消耗大量精力以及诉讼费、
律师费，却未能追到一分钱赔偿款，家庭陷入绝境之中。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诉人吴xx与陈xx属于合伙关系，
缺乏证据证明，且与先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查明事实相矛盾，
同时，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
第1xx条第(二)、(六)项规定，特提起申诉，请贵院再审并支
持申诉人的请求。

此致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