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政治二轮复习

专题十三　民事权利与义务
(选必二第一单元1-4课)



教材体系

法律
与
生活

民法

   第一单元
民事权利与义务

   第二单元
 家庭与婚姻

   第三单元
 就业与创业

  第四单元
 社会争议解决

第一课 在生活中学民法用民法
第二课 依法有效保护财产权
第三课 订约履约诚信为本
第四课 侵权责任与权利界限

第五课 在和睦家庭中成长
第六课 珍惜婚姻关系

第七课 做个明白的劳动者
第八课 自主创业与诚信经营

第九课 纠纷的多元解决方式
第十课 诉讼实现公平正义

劳动法

诉讼法



法律与生活

第一单元：
民事权利与义务

第二单元：
家庭与婚姻

第四单元：
社会争议解决

第三单元：
就业与创业

依法受着处理纠纷
有效维护合法权益

《民法典》
的基础知识

婚姻与家庭中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

构成完整的民事法律
权利与义务教学体系

劳动法律制度
市场经营法律制度

侧重人格权和财产权 侧重身份权 劳动者和经营者的权
利和义务

依法维护民事主体民
事权利和义务的实现

全书逻辑框架的大思路



PART ONE

课标考向
（课标、考情分析统计、备考指导）

01



聚焦公民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行
为，介绍公民一般的民事权利和义务，
了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
劳动关系的法律保障、社会纠纷的解决
机制和法律程序，为学生进一步发展思
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增强法治意识，
提供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法律与生活》课程标准



《法律与生活》课程标准
（一）、【内容要求】
第一单元：民事权利与义务
1.1了解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识别我国公民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
1.2列举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和物权的主要类型，懂得维护物权的途径。
1.3简述合同的含义和价值，理解合同的主要内容和违约责任，了解合同订立的程序，熟悉解决合同纠
纷的途径。
1.4理解侵权责任的内容，树立依法承担责任的观念。
第二单元：家庭与婚姻
2.1熟知监护、抚养、赡养、扶养、继承等民事关系，培育家庭责任意识。
2.2理解婚姻法律关系，阐释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
第三单元：就业与创业
3.1了解劳动法的基本原则，理解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解释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熟悉劳动者依法维
权的途径和方式。
3.2列举与创业有关的企业登记、企业信息公示、税收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基本法律制度，评述市场竞争
的基本规则，说明依法经营的必要性
第四单元：社会争议解决
4.1识别人民调解等不同的调解方式，明确调解制度的特点和程序4.2列举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经济仲裁
等仲裁形式，明确仲裁制度的特点和程序
4.3解析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特点和程序，说明不同诉讼中的举证规则，树立证据意识4.4
概述公民的诉讼权利，熟悉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渠道



《法律与生活》

第一单元：民事权利与义务（课程标准）

1.1了解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识别我国公民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

1.2列举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和物权的主要类型，懂得维护物权的途径。

1.3简述合同的含义和价值，理解合同的主要内容和违约责任，了解合同
订立的程序，熟悉解决合同纠纷的途径。

1.4理解侵权责任的内容，树立依法承担责任的观念。



考点 考情
认真对待民事权利与义务 2022·北京·高考2023年·湖北高考·T10

积极维护人身权利 2021·浙江·高考、2021浙江1月选考·T35、2017·浙江4月选考·T35、
2022·北京·高考·T132023·新课标卷·T22、2022·山东·高考·T18

保障各类物权 2023·辽宁高考·T13、2022·山东高考·T142023·海南高考·T16、
尊重知识产权 2021·浙江6月选考·36、2022·北京高考·T142023·湖北高考·T11、

2020·浙江·高考2023·湖南·高考T19

订立合同学问大 2022·浙江·高考、2022·山东·高考T15、2022·辽宁·高考
有约必守    违约有责 2020·浙江·高考、2021浙江1月选考，T37

2023·海南·高考T17、2022·辽宁·高考T19

权利保障 于法有据 2022·辽宁·高考、2023·海南·高考2023·北京·高考T10、
2023·山东·高考T152021浙江6月选考T35、2022·辽宁·高考
2023·浙江·高考T31、2020·浙江·高考

权利行使 注意界限 2022·海南·高考、2023·浙江1月高考·T262023·浙江·高考

考情考向



考点 考情

认真对待民事权利与
义务

2022·北京·高考
2023年·湖北高考·T10

积极维护人身权利 2021·浙江·高考、2021浙江1月选考·T35、
2017·浙江4月选考·T35、2022·北京·高考·T13
2023·新课标卷·T22、2022·山东·高考·T18

第一课  在生活中学民法用民法

(1)从命题内容上看，民事法律关系三要素，人身权的相关内容是高考考查的重点

(2)从考查形式上看，选择题和非选择都有考查，案例分析类是考查的重点

(3)命题常常结合公民法律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来进行考查、会综合几课进行考查  

考情考向



考点 考情
保障各类物权 2023·辽宁高考·T13、2022·山东高考·T14

2023·海南高考·T16、
尊重知识产权 2021·浙江6月选考·36、2022·北京高考·T14

2023·湖北高考·T11、2020·浙江·高考
2023·湖南·高考T19

第二课     依法有效保护财产权

(1)从命题内容上看，财产权和物权的分类；所有权取得的方式（对善意取
得的理解）；他物权的分类；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的保护期限、侵权表
现及侵权责任是高考考查的重点

(2)从考查形式上看，选择题和非选择都有考查，案例分析类是考查的重点
(3)命题常常结合公民法律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来进行考查 

考情考向



考点 考情
订立合同学问大订立合同学问大 2022·浙江·高考、2022·山东·高考T15

2022·辽宁·高考
有约必守有约必守        违约有责违约有责 2020·浙江·高考、2021浙江1月选考，T37

2023·海南·高考T17、2022·辽宁·高考T19

第三课  订约履约 诚信为本

(1)从命题内容上看，合同的实质、合同成立的决定因素、合同订立的两个
阶段、合同的效力、合同履行的原则、违约责任、法定免责是高考考查的重
点
(2)从考查形式上看，选择题和非选择都有考查，案例分析类是考查的重点
(3)命题常常结合公民法律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来进行考查  

考情考向



考点 考情
权利保障  于法有据 2022·辽宁·高考、2023·海南·高考

2023·北京·高考T10、2023·山东·高考T15

2021浙江6月选考T35、2022·辽宁·高考、2023·浙江
·高考T31、2020·浙江·高考

权利行使 注意界限 2022·海南·高考、2023·浙江1月高考·T26
2023·浙江·高考、

第四课   侵权责任与权利界限

(1)从命题内容上看，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归责——过错推定侵权责任、无过错侵权责

任、民事权利限制（对于名誉权和著作权的限制）、相邻关系内容是高考考查的重点

(2)从考查形式上看，选择题和非选择都有考查，案例分析类是考查的重点

(3)命题常常结合公民法律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来进行考查  

 

考情考向



PART TWO

知识重构
（大单元模块整合、知识结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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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十三  民事权利与义务

民事权利
与义务

民法

民事
权利

定义

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因素

基本原则

主体

客体

内容

人身权

财产权

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

最基本
的权利

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积
极
维
护

物权

知识
产权

债权

股权

.......

所有权

他物权

依
法
有
效
保
护

著作权

专利权

商标权

合同的
定立与
履行

民事权
利的保
障与限
制

订立合同

履行合同

订立的要求及作用

订立的阶段和形势

履行合同的要求（或原则）

履行合同的关键

违反合同的表现及违约责
任的承担方式

民事权利
的保障

对民事权
利的限制

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

限制的必要性及表现

妥善处理相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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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重难突破
（重难点知识突破、经典真题精讲）



核心考点一  在生活中学民法用民法

专题十三　民事权利与义务

核心考点二  依法有效保护财产权

核心考点三  订约履约 诚信为本

重难突破

核心考点三  侵权责任与权利界限侵权责任与权利界限



重难突破  核心考点一  在生活中学民法用民法



          民法的含义民法的含义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

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民事法民事法
律关系的律关系的
三个要素三个要素

主体主体 自然人（完全、限制、无）、法人、非法人组织

客体客体
即民事权利与义务指向的对象
所有权关系客体是物，债权关系客体是行为，人身关系客
体是人身利益,知识产权关系客体是智力成果和商业标记

内容内容 即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民事权利与义务即对立又统一

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和公序良俗、绿色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大力弘扬传统美德、

社会公德，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强调独立人格平等地位。

1.1  认真对待民事权利与义务 

 核心考点一  在生活中学民法用民法重难突破



种类 姓名权 肖像权

法律

保护

自然人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

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

自然人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

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法律

禁止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

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

名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

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

权

种类 名誉权 隐私权

法律

保护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法律

禁止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

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1.2  积极维护人身权利 姓名肖像受保护

名誉隐私不可侵

重难突破



区分名誉权与荣誉权：名誉包括荣誉，荣誉是名誉的一种表现。名誉权公民出生
就有，荣誉权要靠努力去争取。名誉权属于人格权，无法被剥夺或限制。荣誉权
属于身份权，可基于法定事由予以剥夺。

注意：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法人没有隐私权。

个人信息受保护
1.含义：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密切相关。

2.法律规定（个人信息的行使与保护）

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密切相关，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

信息权益。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必要和诚信等原则，不得通过误

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

3.意义 :  法律明确保护个人信息，对于保护自然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维护正常的

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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