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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安院校要深刻认识到培养德才兼备的法治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明确公安院校法治人才培养目标，

探索构建符合法治公安建设需求的公安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新时代公安院校法治人才培养，要进一步优

化人才培养方案，丰富教学方式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现代化的法治公安人才，推动新时代公

安工作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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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cultivating legal talents with both virtue and ability, clarify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legal talents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gal personnel train-
ing system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legal polic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legal personnel train-
ing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personnel training pro-
grams, and enrich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train modern 
legal public security personnel,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contribute to the practi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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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安院校作为人民警察同时也是法治公安人才培养的重要院校，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在教

学、科研、民警培训等各方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深刻认识到法治公安人才培

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断完善课程设置、深化教学炼站一体化、加强校局合作、不断丰富案例教学和

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和手段，为法治公安建设输送德才兼备的法治公安人才，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

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公安院校要深刻认识到培养德才兼备的公安法治人才是历史赋予公安院校的必然使命[1]，将法学教

育与人民警察相关专业教育有效融合衔接，对探索具有一定推广价值的法治公安人才培养路径具有现实

意义和迫切需求。 

2.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公安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第十个坚持“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2]，这里面的“法治工作

队伍”包括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律师、学者等法律工作者。人民警察是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人

员之一，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公安人才，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人民警察是法律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和国家的法治化水平。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署名

文章中指出：“我国专门的法治队伍主要包括在人大和政府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在行政机关从事执法工

作的人员，在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3]。人民警察作为执法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4]，要做法治公安建设的践行者，努力提升公

安执法的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公安院校是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

到法治公安人才培养的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深化课堂思政内容，持续推进校局合作，持续发展实景教学、

案例教学等，不断提升公安院校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为法治公安建设、为法治国家建设尽一份力量。 

3. 公安院校法治人才培养的目标 

2018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立德树

人，德法兼修，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5]公安院

校法治人才培养结合公安教育特质，突出公安教育特色的人才培养，以立德树人、德法兼修为根本，以

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为基础，以促进学生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实践能力、职业道德、法治信仰为目标，

共同构建高素质法治公安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引领新时代法治公安建设。 

3.1. 以培养对党绝对忠诚的法治人才为根本目标 

“对党忠诚”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的训词中对人民警察提出的要求。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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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要始终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将忠诚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起来，确保学生对党绝对忠诚。公安院

校通过“大思政课”教育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从入校开始，就从价值观塑造上深化对党忠诚理念，在法

学专业基础课宪法教学中，在课堂及教学中引导学生对 2018 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社

会最本质的特征”这一修正案条文的理解和把握，并结合我国的历史发展，以及我们建国后历经的无数

艰难险阻和风险考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通过结合案例教学和视频教学，加深

学生对于坚持党的领导的理解。 
公安院校的学生更需要深刻理解党法关系，明确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政治陷阱。通

过举例让学生深刻理解党法关系，进一步坚定坚持党的领导。同时，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让

学生在学习期间深刻理解和认识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3.2. 以培养应用型法治公安人才为目标 

法律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当今互联网不断发展，大数据、数字信息时代的到来，

人民警察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和实践者，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与时俱进。公安院校作为法治公安人才培

养的主要院校，面对新时代新变化要结合公安工作的实际需求，要把培养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法治公安

应用人才为己任。2015 年公安部印发《关于公安院校公安专业人才招录培养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

出，公安院校要坚持突出专业、贴近实战，着力培养学生的警务实战能力。 
新时代要求公安院校在培养学生时不仅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学知识和专业素养，而且应该培养学生

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公安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执法过程中如何取证，如何做笔录，如何

查找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以及规章制度，如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如何实现执法公正，如何实现

执法规范，如何应对律师，大数据时代如何运用大数据技术等等。这些均对公安院校法治人才的培养提

出新的要求，新的挑战。因此，公安院校在新时代要明确以培养公安法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3.3. 以培养执法公正规范的法治人才为核心 

公正规范执法一直是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因此，公安院校在人才培养中，必须以服务公安执法实

践需求为目标，实现执法教育训练与公安执法实战的精准对接，不断提升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水

平，实现执法公正、规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起执法活动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

义。所以，公安院校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警务实战能力，加强执法规范的培养和实践，公安院校学生毕业

时应该具备基本的执法公正和执法规范的水平。 
公安院校在教学中实现该目标主要通过：一方面，通过引入实践部门教官，运用具体案例，教官具

体详细讲解介绍执法的步骤、方式方法、处置措施，让学生亲自模拟演练熟悉执法步骤；另一方面，强

化公安执法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学习，主要的是查找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等的能力的培养，当

遇到执法实际问题时知道如何判断、查找法律依据，做到有法可依，强化执法的法律意识。 

3.4. 以培养德才兼备的公安法治人才为目标 

培养德才兼备的法治公安人才是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和方向。公安院校应进一步强化理论

创新和引导，创新法治公安人才培养路径，为法治公安建设输送高素质法治人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德才兼备中的“德”体现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忠诚意识是育警铸魂的核心和灵魂，自觉忠

于党的领导和公安事业，维护国家权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忠于党、忠于祖国、忠

于人民、忠于法律”是任何时候都应当保持的政治底色和职业底线。社会主义法治方向引领是公安法治

人才培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导向。德才兼备中的“德”也体现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执法公正，是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2154


朱冬玲 
 

 

DOI: 10.12677/ass.2024.132154 1149 社会科学前沿 
 

推进法治公安建设的客观要求，每一名人民警察都必须始终坚持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

一次执法活动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 
德才兼备中的“才”体现在新时代新技术，大数据、互联网、数字信息的不断发展，公安院校要培

养既通晓数据、信息、刑侦、技侦等专业知识，又知晓法学专业知识的应用复合型法治人才。 

4. 公安院校法治人才培养路径 

结合上述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目前，法治公安人才的培养和公安工作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所以，公安院校在法治公安人才培养方面，要结合新时代法治公安实践的迫切需求，构建符合法治公安

建设需求、健全公安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公安法治人才培养路径。 

4.1.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的法治公安人才培养目标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新时代公安院校法治人才培养和公安教

育高质量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公安人才的根本遵循。 
公安院校，要始终坚持政治建警、政治建校的办学方针，严格按照“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把忠诚教育和警察职业教育以及法学教育贯穿铸魂育人全过程，坚持课程思

政，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培训、进头脑，引导公安院校学生深刻认识到习近

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理解“十一个坚持”，坚定坚持党的领导，深刻理解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

法理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理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努力做

国家法治发展的践行者，推进全面依法治国[6]。 
例如，在宪法教学中结合“十一个坚持”的内容进行阐释。其中，第一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在

宪法教学中可以和 2018 年宪法修正案中增加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的内容相结合讲授学习；第二个坚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可以和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等内容相结合讲授学习；第四个坚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和宪

法中宪法的特征、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合宪性审查等相关具体内容讲授学习。总之，将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宪法内容进行有效的融入，从而更好的把握宪法的内容实质，培养和树立宪法意识和法治意识，

更好的理解宪法的内涵。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树立德才兼备的法治公安人才培养目标。 

4.2.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注重价值引领 

人才培养方案是公安院校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其中，课程体系设置是人

才培养方案中的重要部分。纵观全国公安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编写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公安院

校的特色，制定符合公安实际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 
在课程设置方面，根据不同专业开设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必修课、选修课；考查课、考试课等。

统筹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以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公安人才为目标，突出课程设置的应用性与实践

性，科学构建包含基础模块、专业模块和拓展模块在内的课程体系。 
例如：在宪法教学中，对我国宪法历史、宪法制度、宪法文化、宪法精神、宪法实施监督等知识内

容进行学理分析。让学生对我国宪法确定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充满自信；对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切实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对于如何理解宪法基本原则、如何理

解我国宪法的民主集中制、如何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如何理解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正确行使宪法权利和履行宪法义务等在学生中容易产生困惑的重点难点问题，要

注重学理分析和价值引领，真正解决学生头脑中的困惑，学生才会爱听。在学理性分析中，帮助学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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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宪法观念、宪法意识，在进行学理阐释时，结合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切实增强学生的宪法意识，激励

当代大学生带头尊重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捍卫宪法。 

4.3. 丰富公安院校教学方式方法 

持续深化案例教学。通过典型案例、具体案例、指导性案例等将司法实践部门的生动实践案例融入

宪法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深刻理解并充分认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

正义”的生动实践[7]。例如，通过南昌首例“同命同价案”让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规定，是公民平等权实现的生动实践；通过播放前几年备受关注的于某某正当

防卫的视频资料，深化学生对于正当防卫的理解和把握。 
持续深化情景教学。通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实景演示具体案件等教学形式，让学生理解知识。

例如，通过学生自己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模拟开庭、审判、质证等，充分体会法律的实体规定和程

序规定；通过实际模拟选举投票理解人民代表待会制度中的选举制度。 
持续深化实战教学。通过带领学生到实践部门，让学生充分体会基层一线办案流程，学习执法领会

执法规范公正；通过对各警种的实践了解，学习相关业务知识；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学习，掌握大数据

在执法办案中的重要作用。 
丰富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引导学生课下查找案件或事件课上分享、案例讨论、视频教学、图片教学、师

生同堂授课等，让学生从被动的听到主动的学、思、悟，从单纯的老师教到学生可以讲授，提升课堂质效。 

4.4. 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为实现德才兼备、德法兼修的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加强公安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引导教师树立“共

产党员、人民警察、人民教师”三重身份意识，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永恒追求。 
推进公安院校教师引进，让更多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进入公安院校，成为公安院校教师，同时实

施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鼓励教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不断提高公安院校教师队伍整体的高素质建设。

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鼓励教师考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和高级执法资格证书，以适应公安院校培养

应用型法治人才的目标要求。进一步推进实践部门教官到公安院校授课，教师到公安基层实践的双向交

流机制，加强与实践部门沟通，建立经常性的互动交流机制，不断提升公安院校师资队伍的实战教学能

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安院校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依托各类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重大

科研项目，充分发挥公安院校师资和科研创新团队优势，紧紧围绕新时代法治公安人才培养和法治公安

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强公安院校法治公安建设理论研究，为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公安

法治人才培养、法治公安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5. 结语 

公安院校是培养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的重要阵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培

养公安法治人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公安法治人才是公安执法司法的中坚力量，在推进行政立法、严

格规范执法、推进公正司法、建设法治社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公安院校要结合自身特点，不断创新

课程体系，探索具备公安教育特色的人才培养路径。使公安院校法治人才培养不断适应公安工作的新要

求，为法治公安建设、为国家的法治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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