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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作为最大体量的新媒体使用群体，新媒体运用的普及也深深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和认知。新媒体

作为全新媒体形态强势囊括了日常生活，对新媒体粘性最高的是大学生群体，利用好新媒体的优势培育

大学生的法治思维，优化法治思维的培育过程是新媒体时代的全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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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largest group of new media user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w media 
also deeply affects their behavior and cognition. As a brand-new media form, new media strongly 
covers daily life.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highest stickiness to new media make good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new media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legal thinking, and optimizing the cultiva-
tion process of legal thinking is a brand-new demand in the new medi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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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全新媒体形态的新媒体平台利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重塑了新媒体的骨架。各类移动设备电

脑、手机、数字电视等通过互联网这一终端接入各个用户并提供差异化的信息服务，并同时对受众的精

神世界产生影响[1]。互联网与智能通讯设备的介入使新媒体成为人人可使用的平台，海量的信息流里囊

括正负向的各类信息有待识别，大学生群体作为体量最大的互联网使用与参与者自然深受其影响。 
大学生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知识素养水平与法治思维意识程度并不匹配，因此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

关系着大学生个人、高校、社会甚至国家的前途命运。近期频发的高校学生利用网络匿名平台对同学进

行侮辱诽谤的新闻层出不穷，大学新生参与刷单被诈骗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因此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

刻不容缓。 

2. 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的重要性 

2.1. 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水平，推动学校依法治校环节 

法治思维主要表现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法律及其原则对于人思想的影响[2]。个体差异性的法治思

维因个人价值倾向、受教育程度、社会情境、家庭与交际关系的多维影响。法律本身的特性决定了法治

思维也带有规范性。大学生作为新生力量，毕业之际进入国家体制内工作者不计其数，无一不是佼佼之

辈。毕业之际的大学生相当一部分会进入体制内工作，可以预想的是大学生们会逐渐走向我国未来各行

各业的领导职位，大学生们也是建设法治化、现代化国家的参与者、组织者与领导者。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指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3]法治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途径繁多，而高

校一般采取统一的思政课或法治宣传讲座作为培育学生法治思维的途径，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有赖于

自身意识觉醒与周遭环境影响，高校积极开展法治思维培育的重心应放在如何通过实际授课提升大学生

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完成授课任务，法治课程目标与理想应高于实际才能取得合格的教学效果。

将大学生培养成具备法律知识，拥有法治思维，合理运用法律知识的高素质人才是高校的最终目的。在

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能使法治课程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修正优化法治教育的过程使之规范化、系统

化。 
“法学教育是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法学教育的发展、法律人才的培养关系

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高校法治教育的最终

诉求是培养能够担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的新一代高素质群体，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与法治素养

的提高尤为关键，是关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败的一项战略性工程。“一国法律教育的得失，有关

于国家法治的前途。”[4]法治教育的重量不言而喻，它关系着大学生个人也关系着社会和谐与国家的前

途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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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范畴，深化法治教育的内涵 

当前高校开设的法治意识培育课程囊括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尚未具备独立性。而走向融合的法治

教育课程是时代的趋势，高校通识性的法治教育课程也随时代变化历经了从独立逐渐与思想政治教育课

相融合的局面。而法治教育内容的演变历史也经过三个阶段分别是：“法制教育–法治教育–法治思维

教育”，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法治思维的培育是高校法治教育的重心[5]。当前高校的法治教育是多学

科融合的产物。不仅包含法学和思想政治学的学科知识，还囊括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学科内容，

研究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育有助于深化学科知识，拓展学科的范畴，深化法治教育的内涵。 

3.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存在的困境 

3.1. 新媒体背景下的法治思维培育内容缺乏吸引力 

如今许多高校都在借助网络载体开展法治教育工作，但取得的效果不够理想，教学内容不能有效的

满足大学生的需求。许多高校没有把握住时代特点，依据现实实际情况和学生发展特点选择网络法治教

学内容，还是将以往传统的、老旧的、枯燥的法治教学内容用在网络教学上面，教育内容过于陈旧、单

一、乏味以至于缺乏吸引力[6]。这些问题都在干扰着大学生网络法治教育的效果，高校要对于这些问题

及时做出应对，采取措施，抓住最新热点焦点事件，创新法治教育教学内容，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来呈现最新的法治教育信息，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3.2. 新媒体背景下的法治思维培育途径有待优化 

基于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的现实情况：大学生人数众多，师资力量无法匹配满足差异化需求，而每

名大学生都有必修《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的要求，高校往往采取讲授式的课堂教学方式，放

映 ppt 的形式来讲授课程，一般情况下一名教师要兼任 3~4 个班级的教学任务，往往一名教师就要对几

百名学生统一授课。学生人数多，老师也无法在讲课过程中与学生进行充分的互动，因此该课程的实际

成效甚微，学生也对课程内容失去兴趣，除课程内容枯燥陈旧外，授课教师一般缺乏相应司法经验仅仅

依照课本授课，难以调动起学生上课的积极性。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外，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育核心要

素是进行实践教学。大学生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运用知识，利用所学知识获得物质之外的乐趣与自由。

法治思维培育的目的是提高学生个人修养，使学生在遇到自身权益乃至他人权益收到损害时能合理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高校中依旧采用停留于书面形式的法治内容传授，以传

统教材为基，理论知识的传授内容抽象程度高、师生之间互动性不强、缺乏能引起学生共情的案例，教

师与学生都在教学中感到乏力。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缺乏满足考试需求之外的目的，仅仅为了完成学分

拿到高分，真正能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寥寥无几，这样的情况下就难以真正理解和感受

到法律知识带来的实用性与有效性，一旦完成考试任务，学生大多将所学知识荒废无几。归根结底是当

前高校法治教育的课程目标仅仅停留在教材之中，难以从现有状态中升华，既无法真正意义上提高大学

生的法治思维也难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3.3.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个体法治思维淡薄 

即便是接受高等教育大学生，部分学生存在对法治思维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现象。即使高校已经开

展与法律有关的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也积极通过班级群发布相关普法信息与防诈骗的新闻，但依旧没

有引起大学生群体广泛的重视。一方面原因是部分大学生经历较少，缺乏足够社会经验，生活环境与人

际关系单纯很少会遇到需要法律知识解决的困难，因此对法律知识重视程度不足。另一方面原因是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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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环境下，人人都可披着匿名昵称肆意发言，即使受过法律知识的熏陶，部分学生也会存在侥幸心理借

助网络肆意发泄现实生活中的困顿与负面情绪，一些言论侵犯他人权益也不自知，直至舆论发酵过大，

事态走向不可控的局面时才意识到言行已违反法律。这在现实中具体表现在：首先虽然大部分学生了解

一些法律条文，但现实中遇到实际问题难以进行具体运用，存在对法律知识一知半解的情况；其次大学

生们认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也只有在自身权益受损的情况下才会觉悟。 

4. 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的路径 

4.1. 净化新媒体环境，确保优质法治信息源 

媒体行业自身的运营特性决定了充满噱头，抢眼球式的碎片化信息能够获取更大的流量，这并不利

于法治信息的传播。传播环境决定这传播效果，良好的传播环境是实现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的基础性条

件。大学生个人、家庭、社会的协同互动，成为联动的有机整体是促成新媒体时代下对大学生进行法治

思维培育的良性前提。 
新媒体平台的便捷性决定了大学生倾向也偏爱通过新媒体平台获取法治信息，同时新媒体也是各类

法治信息传播的源头。大学生群体对新媒体的粘性较强易受其影响，因此新媒体传播的法治信息的真实

性与质量尤为重要。在法治实践中，诸多大学生犯罪活动都证明与接收的不良法治信息有关。因此，在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法治思维水平必须从净化新媒体环境入手，利用各种法

治手段扫除网上不良法治信息，营造健康和绿色媒体空间，给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形成提供优质法治信息

源[7]。净化新媒体环境，确保优质法治信息源可从以下途径进行：一是加强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创新体

制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机融入网络文化建设，深化网络文化体制改革，重点

从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内容出发，坚持网络文化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保网络文化建设的社会主

义文化方向[8]。二是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手段扫除网上不良信息营造健康和绿色媒体空间。具体来讲，

要在现行网络法律规范基础上建立健全网络立法，修改和废除不合时宜的传统媒体法律体系，通过“立

改废”构建新时代符合新媒体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行政机关在新媒体执法过程中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提高执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自动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司法机关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审判和

检察全过程，提升网络司法公信力和人民满意度。 

4.2. 拓宽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的路径 

法治思维的培育是一项周期长、系统性强的历史性工程，我国也正处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期。

提高大学生的法治思维意识不能仅仅依靠书本知识，应该将社会也纳入到法治教育的场所之中。大学生

可以通过社会实践，不断与不同的传播活动参与者进行良性信息交换，能够使已有的知识得到升华与印

证。大学生的法治思维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运用和提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学生

作为国家的后备力量，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走向工作岗位后会逐步成为社会上各行各业的领导职位，知

识的内化需要通过实践的累积，书本上的法律知识与现实案例只是投射在脑海中的一篇云彩，大学生们

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借助各类大型节假日组织学校相关社团进行知法普法的活

动，将所学知识传授给他人，比如进入社区向老年人法律知识的科普过程中深化法治意识，提升个人修

养与法治素养，形成良好的法治思维[9]。 

5. 结语 

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育是时代任务应该与时俱进结合新媒体背景，抓住新时代大学生的兴趣、热点、

改进法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吸引学生提高对于法治精神、法治内容、最重要的是对于法治意识重要性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28


方雅婷 
 

 

DOI: 10.12677/ojls.2023.114428 3001 法学 
 

的认识，知识的深化依赖实践的运行，高校也可配合相关法治教育内容组织对应活动，倡导大学生积极

参加，对于提高大学生整体素养有良好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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