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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的目标在于引导个体达到自我教育的境界。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推动整体法治建

设。当前大学生基本法律知识薄弱，法律观念不强，高校法治观教学内容优化不够，法治观教育方法缺

乏创新。通过创设教育场景、丰富资源、拓宽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帮助大学
生全面系统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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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guide individuals to the realm of self-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awarenes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Currently, college students have weak basic legal knowledge and 
weak legal concept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is not optimised enough, and the education method of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lacks in-
novation. By creating educational scenarios, enriching resources, and broadening forms, we can 
cultivate the legal aware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a subtle way, and help them to compr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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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ir leg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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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使中国法治建设迈向更

高水平的良法善治[1]。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巨大实践中，习近平法治思想崭露头角。大学生作为法治

中国建设的关键力量，其在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他们是培养党政领导干部的基础力量，同时也是

学习、研究、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包括法治文明的重要推动者[2]。在深入理解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基础上，围绕法治中国建设进行全面谋划，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对于培养新时代卓越人才和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价值。 

2. 依法治校视域下培养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意义 

2.1. 培养高校学生法律意识是依法治校的根本要求 

依法治国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一项重要治国方略，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民主化进

程，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维护和遵守的宣传和教育，以确保

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在这一进程中，大学生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其法律意识将直接关系到

整体治国方略的最终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以及促进整个大学生群体

法律意识的提升，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3]。高校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中坚力量，通过培养法律

意识，有助于在他们的思维中深植法治理念，使之成为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的基本准则。 

2.2. 培养高校学生法律意识是建设法治校园的要求 

培养高校学生法律意识是建设法治校园的必然要求，旨在通过学生的法治观念培养，推动学校内外

法治理念的融入，为全面法治社会的建设培养具备法治素养的优秀人才。建设法治校园是构建全面法治

社会的基础。高校作为培养未来社会一流人才的地方，其内部法治水平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稳定、有序运

行。培养学生法律意识是构筑法治校园的基础步骤，有助于形成规范、公正、法治的校园环境。在当前

社会背景下，大学生犯罪问题呈现上升趋势。据康树华教授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犯罪在整个社会刑事犯

罪中的比例逐年上升，从 1965 年的 1%到 1966~1976 年期间的 2.5%，近年来已占到整个社会犯罪的 17%。

以个别案例为例，例如在“硫酸泼熊”案件中，刘海洋未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律意识，导致对自身行为

的正确性缺乏认知，不知道伤害狗熊是违法犯罪。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自我教

育的境界”。在高校不断扩招的背景下，高校高度重视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变得尤为重要[4]。 

2.3. 培养高校学生法律意识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法律意识培养有助于塑造学生的公民责任感，理解法律的目的和原则有助于形成积极的社会参与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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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他们更有责任心地参与社会事务，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不仅有益于个人发展，也对整个社会

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培养法律意识对于塑造大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也至关重要。法律是社会道

德的具体体现，通过学习法律，大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

好的职业道德，提高综合素质。 
依法治校离不开广大大学生，他们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强化大学生法治教育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

重要环节。积极倡导大学生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培养他们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态度，谨守

法律底线，弘扬社会正气，强化社会责任感，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崇尚者、遵守者和捍卫者。苏霍姆林

斯基曾言：“高校将一个无知(犯罪)的人送到社会，就是给社会增加一个危险分子。”[5]特大杀人案的

发生提醒我们，高等院校用四年的时间为国家培养的学生若缺乏法治观念，可能会威胁社会治安。因此，

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和综合管理是高等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3. 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存在的问题 

3.1. 高校学生基本法律知识薄弱，法律观念不强 

法律观点、法律观念是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它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的依据。它们与法律知识水平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当前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较低，法律知识薄弱，易产生错误的观点、淡

薄的法制观念，部分大学生对法律的实现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高校对大学生懂法、用法等方面的培

养较为欠缺，更多是停留在单纯的知识和技能教授，导致大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无法将法律意识很好

地转化为行动。另一方面，大学生缺乏权利观念，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利用

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法律，甚至会放弃法律武器，采用报复的手段来

讨回“公道”，导致了违法犯罪的可能性。 
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是构成法律意识水平的要素，也是评估该水平的依据。它们与个人的法律知识

紧密相关。鉴于当前大学生在法律知识方面相对薄弱，容易产生错误观点和淡漠的法制观念，部分大学

生对实施法律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6]。高校在培养大学生了解、运用法律方面还有所欠缺，更多地注重

传授纯粹的知识和技能，导致大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无法有效地将其转化为行动。此外，大学生缺乏

权利意识，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运用合适的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相反，

他们以消极态度看待法律甚至会放弃使用合理手段来争取“公道”，从而增加违反规定或犯罪行为发生

的可能性。 

3.2. 法治观教学内容优化不够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教学内容也在逐步地发展、演化。教材之中有关法治观教育的部分相对而言篇

幅较少，对满足新时代法治观教育需求还稍显不足。其一教材是“静态的”或者说“死的”，需要教育

者将其“活化”，教育者对教材的“活化”不够。表现在没有完全将教材潜在的内容挖掘出来，尤其是

蕴含在教材中的相关思想挖掘不足。其二，教材的大多数内容都是抽象的，以结论的方式呈现。作为部

分教育者没有把教材所呈现的内容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相结合，教学就会出现机械的、直观的反映教

学过程，导致学生无法真正接受教学内容。 

3.3. 法治观教育方法缺乏创新 

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一是往往陷入以案例为主导的讲授，变成普法模式；二是容易讲成法学课程，

以专业法学的讲授法方法进行授课，教学内容比较知识化、概念化。这两种做法都属于法治观教育的定

位不准确。新时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在高校实施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以“教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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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大小、多少”衡量法治教育的地位。各式各样的信息媒介带来的海量信息充实了新时代青年的头脑，

增加了他们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思维敏锐、视野开阔是新时代大学生的主要特点。目前可以发现

大学生在法治教育方面仍缺乏实践导向，这导致法治实践教育成为当前最为薄弱的环节，学习中缺乏以

实践教育为指导，缺乏反复的实践活动，也不能采用学生喜欢的方式进行法治教育的教学。 

4. 依法治校视域下培养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措施 

4.1. 高校应营造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的学校环境 

高等院校的管理应做到“依法治校”，“以法育人”。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

高。在学校的环境中，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应做到：首先，应从“依法治校”开始，因为一个学校的“法

治”状况直接影响对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的效果。高校在校规校纪方面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

在日常管理中，特别是对学生违规违纪的行为，要照章处理，决不因人而异、因人而改，为学生营造浓

厚的法治氛围，给学生树立“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榜样，为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

环境。充分发挥校园日常教育主阵地作用，“滴灌式”引导学生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的理论观点和

深刻道理来武装自己，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升大学生在意识形态上

的政治辨别力、领悟力和执行力。 

4.2. 注重培养优秀教师队伍，打造优质课程资源 

重视培养优秀教师队伍，构建优质课程资源。一是优化大学生法治教育内容结构，开设适合学生特

点的法律公共课程。合理增设与大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治课程，提高针对性。二是着力改革教学

方式，不断提高网络教育，实践教育，文化教育的实效。探索利用网络媒体推广优质网络法治学习资源，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利用校园各种空间，在浓

厚的法治文化氛围中培养和升华学生法治素养，突出法治教育实效性。再次，法治实践学习，广泛开展

组织学生参观，开展模拟法庭和普法宣传等活动，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将所学的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

相融合，实现学生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与守法行为的统一，全面系统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最后，还应

构建大学生法治教育评价机制，形成高校、学生、家长、社会四位一体的共同评价体系。 

4.3. 创设多元化的法治教育场景，拓宽教育形式 

通过模拟法庭、法律讲座、案例分析等多元化的场景，让大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法律的原则和程序。

引进实地调查和法治实践活动，结合理论知识和实际情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利用网络

技术提供在线法律资源，方便学生获取最新法律信息和法律案例。建立法治教育数据库，为学生提供丰

富的参考资料，拓展法律知识。开设多学科法律课程，将法治教育渗透到各专业，培养全方位的法治素

养。 

5. 结语 

总之，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对促进我国的依法治校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大学生的法律意

识、法律法规意识的培养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因此，高校和教师必须正确认识到目前大学生的

法律意识，并通过相应的措施来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从而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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