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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对于我国提出的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中“留学中国”部分具有重要意义，是

完成留学中国计划的重要保证，也是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机制。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在维护社

会稳定、构建高质量来华教育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法治教育还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缺乏

专业的师资力量和教材资源、法治教育的教学实践机械等问题。本文依次分析了上述现阶段留学生法治

教育教学中面对的主要问题，依据上述问题针对性提供了可行的具体的解决措施：教育主管部门、高等

教育院校以及社会力量应当共同行动，提升院校专业留学生法治教育的师资力量，提高对留学生法治教

育的重视程度，通过优质的法治教育，推动教育现代化战略，促进中国留学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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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al educ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ing in China” 
which is part of the ten strategies for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put forward by China.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lan to study in China, but also an im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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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t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China. Legal educ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building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legal education, such a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lack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textbook resources, rigid teaching practice of legal 
educat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leg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foreign students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provides feasible and specific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problems: the competent education department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forces should act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teachers of legal educ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legal educ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Through 
high-quality legal education,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sea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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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来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规模持续扩大，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后人数增长更加明显。但来华留学生多来自欠发达地区，法治意识非常薄弱，来华留学生违反中国法律

并引发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时常发生。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法治教育，是切实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

奠基石，是有效推进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顺风车，是实现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目标的保护伞[1]。来华留

学生法治教育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法治社会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但法治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法

治教育不受重视、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和教材资源、法治教育的教学实践机械等。本文将以此为基础，

结合现阶段开展留学生法治教育的实际情况，运用法学和教育学的方法，具体分析上述留学生法治教育

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相应的从教师队伍建设、教材资源开发、专业人才培养、实践制度完善、校

外第二课堂等方面的对策和建议以推动我国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的健康发展。 

2. 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问题 

2.1. 教学效果参差：未拥有统一规范 

对于规范来华留学的教育工作往往是由教育部或者会同外交部、公安部等外事或治安(出入境)主管部

门下发通知或者制定行政章程等形式，但主要针对来华留学的招生、管理、奖金等日常事务，很少涉及

到教育教学方面，尤其是教学内容[2]。大多数高校注重文化教育，轻视法治教育。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

法治意识教育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其目的不仅是教授与法律相关的知识，更重要的

是是树立法治理念和培育遵纪守法的行为模式，旨在培养学生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一份子的公民

意识和作为从事公共生活的一个现代公民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能力和素养。在国内外各大高校排名榜单中

对于学术、科研投入、就业等评价模式的影响下，法治教育特别是对来华留学生的法治教育的价值和意

义并未得到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学生和社会的足够重视，被认为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法治教育虽

然是留学生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任何规范性文件进行关注，自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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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式，因此在实践中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基本上都由高校自主决定，高校自身是否重视

直接决定着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活动的开展状况，这导致了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管理松散，教学效果参

差不齐[3]。而且部分学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法治教育不够重视：许多高校招收留学生的年限较短，

管理机制不够成熟，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在没有统一规范作为指导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2.2. 教师专业欠缺：未配有专职人员 

高等院校通过公安机关等出入境或者承担法治任务的职权机关的简单普法宣讲来完成来华留学生法

治教育是最为常见的形式。通行做法是在新生入校之际或者开学之初，高校邀请公安机关等职权机关的

工作人员向来华留学生宣讲中国的与外国人有关的法律制度，并讲解在华期间的安全事项和需要办理与

留学相关的手续等，法治教育和一场简单的普法宣讲划上等号。这表明了高校既缺乏对留学生进行法治

教育的工作机制也缺乏基本的从事留学生法治教育的师资力量，现阶段各高校通过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法

律施行机关开展的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并没有履行其作为院校的教育职责。高校在这方面的作为很小，

本质上是完全依附于职能部门的普法宣传而已。高校普遍存在法治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在各高校

承担法治教育的教师，很大部分是在接受了学校内部举办的培训后从事法治教育工作但实际上没有经历

过专门的法学学术训练或有任何实务经验，显然本质上缺乏开展法治教育所需要的专业能力和相关经验。

在少数配备了留学生法治教育专职教师的高校中，法学科班出身的经过系统性法学训练的教师人数少之

又少，绝大多数教师的学术教育经历以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学专业、行政管理等公共事务类专业为主，即

使是辅修法律或者学生时期选修过法律专业课程的教师人数也不容乐观。对于留学生法治教育则更缺乏

精通法律、外语的复合型专业人员，高校只有配备既擅长外语又精通法律的人士来担任留学生辅导员从

事日常管理并且配备掌握上述专业能力从事法治教育的专职教师才能对留学生实施有效的法治教育。 

2.3. 教学实践机械：未得到足够重视 

法治教育肯定不是简单了解一些法律条文、初步认识一些具体规定，是需要立足于社会的需要和受

教育群体的背景的教学实践。但大部分高校往往依附于国家法律施行机关向留学生进行开展一些出入境

管理、在华期间留学签证的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具体的法律条文和规定作为法治教育的实践形式，本质上

就是把法治教育机械理解成向留学生灌输法律常识，这种教学实践只抓住了法治教育的表面并没有意识

到法治教育的文化熏陶和理念教育作用，体现出法治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两次普法宣讲只能最

低级满足形式上对于法治意识教育的需要，而想塑造留学生真正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是需要比较全面

和系统地学习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并且需要在专门课堂上由专职教研人员的深入讲解达成的。

但开设了专门留学生法治教育课程的高校，课堂教学也往往停留在法律知识层面，以法律条文的讲述、

相关条文的解读、司法案例的讲授为中心，仅着重法律概念的理解，这样的教学理念把实质是道德性教

育的法治教育错误理解为法律科目的知识性教育，偏离了留学生法治教育“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维护社

会秩序，增进留学生道德水准和法律素养”的教学宗旨，使得法治教育的熏陶个人高尚情操、培养公民

法治价值的目的无法实现，本质上也是法治教育没有得到重视，在教学实践上敷衍了事。目前教学实践

中的教学方式非常单一：法治教育课堂上，基本上以“教师机械性讲授，学生被动性输入”为主，学生

的参与度明显不足，教学手段和素材也很单一。留学生具有多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在异

国不但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还要面对因沟通困难、文化差异等产生的各种不适，面对课堂上老师机械

灌输知识，往往会觉得枯燥甚至产生对法治教育的抵触，缺乏现代教学方法和社会性教学资源的运用[4]。
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多局限于理论授课，实践教学严重不足，大部分的院校的校外法治教育实践基地不

开展涉及留学生教学的业务，法治教学还是遵循传统的课堂授课模式。实践教学不仅是对课堂教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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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补充，对来华留学生更好理解中国社会，更好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法治思维，更好在学习生涯中培

育高尚品德有独到的作用，但需要明确的是法治教育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离不开社会支持和外部资源。 

3. 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问题解决措施 

3.1. 设置专职师资力量 

组建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的专职师资队伍是高校开展高质量法治教育的首要举措。只有拥有优秀的

师资，才能达到留学生法治教育事半功倍的效果。要避免法治教育老师由马克思主义专业或者行政专业

的进行兼任，应该选择受过专业法学学术训练的老师：熟练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应用，要明确并不是懂

得法律条文和制度规定的人就可以胜任法治教育的工作，否则就与职权机关的工作人员来高校进行的普

法宣传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有那些受过专门的、系统的法学专业教育的人才能胜任这一岗位。由于法学

专业毕业的人在高校首选是成为法学院系的教师，因此对专职的要求不因局限于仅从事留学生法治教育，

而扩大为对留学生法治教育拥有专业的背景且从事专门的研究。教育主管部门对留学生教育，只规定了

要求各高校组建对外汉语和中国概况这两门必修课的专职教师队伍，没有涉及到留学生法治教育这块，

因此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出台相应的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专职法治教育队伍的建立。对于专职师资队伍的

组建，还要优化队伍结构合理配备不同法学研究方向、国内外不同教育背景的老师，还要建立健全教师

法治教育专业能力培训制度，用尽一切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拥有完备的专职的法治教育师资队

伍，是高校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基本保障和最低要求。 

3.2. 组织编写专业教材 

学术界已经达成了来华留学生学习的共识：无论在全国的任何地方，无论是什么级别的高校留学生

的教学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专业的教材。国内目前没有为来华留学生的法治教育课程编撰的教材，需要立

即填补空缺。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并组织来华留学生人数比较多的高校并联合外国语类、法学类优势高校

共同编写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教材。在保证教科书质量的情况下，可以部分内容参考或者以现行大学生

使用的法治教育教材为蓝本，但必须考虑留学生法治教育的实际情况，不能仅仅把教材编写视作文本翻

译。专业教材要严把内容质量关，由于来华留学生的祖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理论、法律文化与中国普遍

存在很大差异，而且我国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践而产生的部分法律术语和法律概念是留学

生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直接导致了来华留学生对教材讲解的依赖性：只有通过教材内容的讲解才能让

留学生理解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法学理论和道德价值，才能掌握法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否则只凭教师的讲

授没有配套教材进一步加深理解，根本不会达到法治教育的目的。 

3.3. 立足学生背景教学 

来华留学生的法治教育理念应该明确：针对学生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专业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

教学。来华留学生不同的国家的社会背景往往使其在中国留学时的活动进行不同的内容，院校需要结合

不同的社会背景进行法治教育，着重于法律制度和政策要求[5]。如部分国家对于入境的外国人没有严格

报备限制，无论是否入住入境申报表的酒店还是留宿于该国公民家中均不需要向出入境部门报备，而我

国就有 24 小时内强制报告规定，对于来自上述不严格限制国家的留学时在出入境管理方面，这一部分法

律制度应当着重讲授；部分国家对大麻等管制植物不认为是毒品原料，可以自由流通甚至是吸食，而我

国将其视作毒品，由于国外的禁毒法和国内有较大差异，对于上述大麻合法化国家的来华留学生高校应

当加强禁毒法教育，特别是我国对于毒品的分类和具体种类，有效避免来华留学生因对毒品的认识错误

而触犯我国的禁毒法甚至是刑法；各个国家对于留学生能否在学习期间工作或者兼职也有不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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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甚至鼓励留学生在校期间就业，而我国禁止留学生持留学签证在华进行任何形式的就业，因此

对于上述不限制就业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中开展专门在华就业创业方面应当是强调我国对于持

留学签证人员关于就创业方面的规定。 
高校还应该根据来华留学生的专业需要进行相应的法治教育。如在各大科研院所从事科研学习的来

华留学生，为了防止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漠视相关保密制度则要对其进行我国知识产权法规和保密法规

的教育；对于工学方面的来华留学生，应该开展质量法、标准体系等方面的法治教育；对农学方面的来

华留学生，应当进行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法治教育。这使得来华留学生的专业

教育和法治教育相统一。 

3.4. 建立校外第二课堂 

对来华留学生的法治教育主要在高校，而不应该完全依赖高校，要发挥社会力量，同时充分调动社

会资源，在校外建立第二课堂让来华留学生更好理解中国法治实践。高校可以给来华留学生配备校外法

治辅导员。来华留学生校外法治辅导员可以从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法院、检察院、律师、法学家等进

行选拔。校外法治辅导员不要求全职，应由上述人员兼任，尤其要重视发挥校外法治辅导员在法学实践

中积累的经验对于留学生法治教育的引导作用，相对职权机关的普法宣讲而言，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兼

任校外法治辅导员使得与留学生接触中没有距离感，专业实务人士对于留学生日常动态也更容易掌握，

而且能够就留学生的法律问题进行准确的快速解答，贴近留学生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让留学生接受法

治教育的熏陶。高校也要依托或者重新建设校外法治实践基地开展来华留学生社会性法治教育实践活动。

法治教育不仅要调动校外法治辅导员等社会资源走进校园，还要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基于社会平台开展法

治实践活动，积极探索法治教育的校外第二课堂[6]。校外第二课堂让来华留学生连接理论和实践，让学

生在各类机关、调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接触更多的司法实践，还可以依靠校外法治辅导员举办模拟法

庭、法律知识竞赛等实践课程项目，明白中国法治的运行逻辑，通过社会的实践加深学生的法治思维，

为来华留学生提供了有意义、有趣的接触中国法治实践的经历;向来华留学生展示了中国司法机构维护公

平正义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让神圣的法治不再离留学生那么遥远，让公平正义的实现离留学生更近并在

校外第二课堂法律实践的过程中推动了法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3.5. 课程纳入学分管理 

现阶段高校中仅有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南京科技职业学院三所高校将来华留学生法治教

育纳入学分，作为正式的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一种。但美中不足的是学分课程依旧是地方公安机关的出入

境部门牵头进行的，高校仅仅是处于配合的地位。全国高校应当学习这种管理制度，将来华留学生法治

教育作为计算学分的正式课程，而且在留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法治教育课。虽然没有全国范围内

对于留学生法治教育课程的规定，但已经有《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规定了高校在国内教学中应当开设

法治教育的必修课[7]。来华留学生的法治教育课程完全参照这大纲，对学时、学分、课程要求和教学目

的进行规定。在没有统一大纲的情况下，各高校也可以根据《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根据

高等教育的层次和专业特点，再依据来华留学生现阶段的需求和社会背景，制定本校的来华留学生的专

业培养方案，先行将留学生法治教育课程纳入学分管理，以学分管理的形式让留学生法治教育课程体系

更加完善。 
不仅仅要将留学生的法治教育课程纳入学分管理，还可以尝试将高校内的法学院学生参与留学生法

治教育纳入学分，引导法学院大学生积极参与来华留学生的法治教育课程。法学院的大学生具有的专业

法律知识可以对来华留学生的法治教育提供重要的帮助，可以担任留学生法治教育课程答疑的助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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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担任课程中开展模拟法庭、法律演讲、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的助理，还可以协助教师对法治教育课

堂内容和留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估。但不得强制将法学院大学生参与留学生法治教育纳入公共学分，而

是纳入选修学分且将此看作法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行为，这不仅有效补充了现阶段各高校来华留学生法

治教育师资力量的紧缺与不足，国内同龄大学生的加入也让法治教育课堂更加精彩和充实，而国内的法

学生在修得专业实践学分的同时，也能有效锻炼了自己法律知识的应用能力，还培养了自身的领导、组

织和沟通能力。 

4. 结论 

目前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还存在教学效果参差不齐、法治教育不受重视、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和教

材资源、法治教育的教学实践机械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留学专业能力与人文素质共同提升的教

育目的必须依靠教育主管部门、高等教育院校以及社会力量的共同行动、合力共治，完善院校专业留学

生法治教育的师资力量，提高对留学生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更新现有的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的教学实

践形式，开展校外第二课堂。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优质的法治教育，推动教育现代化战略，促进中国留学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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