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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法治国背景下，依法治校是高等学校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加强法治观教育是塑造大学

生思想道德修养和提高法律素质的重要途径。当前，高校学生的法治观教育存在着高校和学生对法治教

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法治观教育的课程安排和内容不尽合理，法治观教育模式单一化，高校思政课教

师师资力量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基于此，高校和师生都应加强对法治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丰富法治观念

教育内容，完善法治观教育课程设置、创新教育形式，加强法治观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以进一步提升法

治观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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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governing the university by law is an in-
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basic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on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hape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w. 
Currentl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of rule of law for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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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such as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unreasona-
ble curriculum arrangement and content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unitary education mode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and insufficient teach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Based on this, univers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duca-
tion on rule of law, enrich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on rule of law,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etting, 
innovate the form of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for education on rule 
of law,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n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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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青年大学生是国之栋梁，承载着振

兴民族、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使命，其法律观念的强弱和法律素质的高低，紧密关系到法治社会和

法治国家发展建设的步伐。但大学生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在文化多元化、

社会转型加速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价值取向和判断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1]。部分大学生法律观

念淡薄，缺乏依法维权意识，甚至出现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些都表现了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缺失。因此，

对大学生进行法治观教育，丰富大学生法律知识，提高大学生法律观念和法律素质。结合当前法治观教

育存在的不足，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大学生形成健全人格，提高综合素质，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信仰的时代新人，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2. 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法治观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长期任务和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帮助大学生学习

和掌握法律知识，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增强法律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提

高法律修养水平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做一个懂法守法护法的合格公民[2]。加强对大学生的法治观教育，

无论是对国家、社会、学校以及大学生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有利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

与，大学生是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不例外。对大学生开展法治观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教育。

大学不仅只是一个大学生学习知识的地方，有学者指出：“事实上，今天的大学已不得不悄悄承担起另

外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成了青年人进入现代社会生活之前的最后一个集训营。”[3]大学生法治人格

的塑造、法治观念的树立、对法治教育的吸收、内化和反映不仅影响个体成长，更是影响着国家法治进

步的关键。因此，高校应当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培育学生成为坚定的法治信仰者，促进大学生深刻

领悟和践行法治精神，为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生活阅历较少，理性认识不足，对于法治信仰还处于模糊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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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这一阶段，也正是最容易塑造的阶段，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塑造，无疑对于他们日后的思考和行为模

式有着长远的影响。因此，高校应当加强对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教育及塑造，抢占大学生思想阵地，从而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深化学生们对法治重要性的认知，为树立正确的法治观提供良好的土壤。

简而言之，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观，不仅是高等教育的使命所在，也是夯实法治社会根基、构建社

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关键所在。 
(三) 有利于推进高等学校依法治校 
当前，高等学校的发展环境、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高校实施独立自主办学，师

生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这就要求高校应当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依法办学，依法治校，实施民主管理。

大学生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主体，实施依法治校，就必须对大学生的法治观教育予以重视，进一步加强大

学生法治观教育水平，丰富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提高法治素养，增强大学生群体对法治价值的理解与认

同。为此，高校应当坚持德育与法治教育并重，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加强法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权利与义务观、崇尚公正与公平，增强学校管理的公正性和透明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依法

治校深入开展，以构建和谐、民主、法治的校园环境。 
(四) 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法治观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大学生作为未

来的社会栋梁，加强法治观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促进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法律是维护社

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工具。通过法治观教育，大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

神，掌握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形成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良好习惯。这对于大学生未来

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法律与道德是相辅相成的，法治观教育不仅要求大学生遵守法

律，更要求他们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通过法治观教育，大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法律背后的道德原

则和价值观，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有助于他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能够坚守道德

底线，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所以说，加强大学

生法治观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内在需要，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推动法治社会的文明进

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3. 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 高校和师生对法治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法治观教育是增强大学生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重要路径。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将法治教育纳入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塑造学生法治理念的关键途径。当前，尽管《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已有所

铺设，但法律知识的涵盖广度与深度均未达到理想状态。授课教师对法律知识的传授往往仅停留在皮毛

之上，缺乏深入探讨；而考核机制过于偏重思想道德层面的提升，未能有效衡量和促进学生法治素养的

实质提高。进一步分析高校现状，由于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倾向于强化学生

的专业技术与职业能力，这无形中边缘化了法治观教育的地位，导致其效果大打折扣，成为了走过场的

形式主义。此外，在法治教育的实践领域，同样显现出诸多问题。部分大学生并未能对法治教育予以充

分的重视，导致他们在面对法律问题时，难以有效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如同媒体中时有报

道的大学生遭受兼职诈骗，或是误入违法活动的困境，均明确指出了当下高校学生整体法律素养的不足。

2022 年上半年，6.4 万人被判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招聘、实习、兼职领域涉案问题较为突出，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涉罪人数持续增加[4]。“帮信罪”呈现低龄化、大量学生涉案特征，法律意识淡薄成

为大学生犯罪的主要原因。震惊全国的北大学子弑母案，复旦大学投毒案等极端案例的出现，背后所反

映问题的也是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极度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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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治观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重要教学手段，当前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亟需加强针

对法治教育的深度和广度。目前，法治相关的教学环节和课时分配不足，远不能满足学生对法律知识与

法治素养提高的需求。学生在此体系中获取的法律知识量有限，且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实操性指导不够明

晰，致使学生在实际遇到权益受损时往往束手无策。以网络诈骗为例，校园内的学生往往缺乏运用法律

武器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5]。同时，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课程体系还需要不断完善，需要不断满足大学

生日益增长的对于法治的需求，特别是法治实践能力提升的需求。 
(三) 法治观教育教学模式单一，对学生缺乏吸引力 
目前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形式就是通过课堂授课，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较少，尤其

是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们所受法治教育的深度与广度是有限的，他们的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大多通过《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门课程来培养，除此之外，很少接触法治教育内容。“填鸭式”“满堂灌”

的课堂教学，使得教学内容与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产生“隔阂”[6]。师生间缺乏的深度互动与交流，法

治观教育内容涉及的法律条文和法学理论，对学生来说可能非常抽象和难以理解，缺乏具体案例和实际

应用教学，学生很难将这些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课堂学习与实践社会中法律知识应用出现了脱节。

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给予了我们无穷的教育资源，高校在此方面却运用甚少，鲜有借

助网络平台对学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同时，从学生的视角考量，目前的思政教育模式在内容创新和教

学方法上显得相对滞后，难以激发出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大大削弱了学生对于思政教育的关注度。 
(四) 法治观教育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高校思政理论课授课教师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背景的老师较多，具有法学背景的教师常常处于

缺位状态，因此，部分非法学背景的思想政治课教师承担起法治教育的重任。然而，他们通常缺乏法律

知识的相关储备，只能讲授简单的法律知识，在学生遇到法律支援时无法给予全面专业的指导与帮助。

课堂上，思政课教师如果仅停留于课本上的法律条文和法学理论的讲解，缺乏实际案例的生动引入和学

生相关法律热点的分析，法治理论课的教育成效无疑会大打折扣。在高校法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部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过于偏重对学生成绩的关注，而未能充分培养学生们对法治精神的内化以及利用法

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部分高校面临思政课教师师资力量不足的挑战，导致法治课程常

采用大规模授课方式，这种教学模式在保障教学效果方面难以保证，导致学生对法治的掌握和认识不足，

致使教育成效未达预期目标。 

4. 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 高校和大学生都应提高对法治观教育的重视 
高校作为塑造青年大学生法治观的关键阵地，应着力构建全面而深刻的法治教育体系。在日益复杂

的社会脉络中，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不仅是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高等教育育人宗旨的具体实践。

因而，教育者须臾不可放松对法治教育的关注，要利用好课堂教学的主渠道，需积极将法治教育融入高

校教育体系，激发学生对法治精神的认同与尊重。要精心设计教育内容，使之与时俱进、贴近实际；同

时，创新教学方法，以案例引导、讨论探究等模式，锤炼学生的法律逻辑与批判性思维。通过这样系统

而细致的教育，既可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又能助力其法治观念的根植与发展。此外，高校要优化学校

的法治环境，创造良好的法治氛围。积极发挥空间的教育作用，重视每个角落，利用标语、行道树、公

告栏等空间，开展普法宣传营造法治氛围。在校园文化方面，要充分发挥其文化浸润的作用，积极地将

法治文化与校园文化结合起来，将法治精神融入到校园活动之中，培养青年大学生的法治情感，从而从

精神和思想层面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次，作为教育客体的大学生，学生自身也应深刻认识到法治观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78


鲍佳音，胡婉琳 
 

 

DOI: 10.12677/ae.2024.144578 721 教育进展 
 

教育的重要性，将专业知识与法律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提高自身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为个人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也是为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二) 健全法治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 
当前，高校设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内容上显露不足：法律基础所占比例较小，

课时有限，学生对此多以应试为目标，孜孜于死记硬背，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法治教育的根本宗旨。鉴

于此，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亟须对课程结构和教材内容进行细致调整，增强法律基础模块在整个课程中的

比重，同时，依据大学生认知特点和未来发展需求，将课程内容细化、深化，确保既充满吸引力又贴合

实用性，逐步深化大学生的法治意识，使其在日常生活和未来职场中能够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以提

升其整体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要优化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内容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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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关的法治课程，增强针对性。最后，还应当注重培养学生依法维护自

身权益的能力，提高大学生学法用法能力，强化法治化教育的学习效果和实践效果。通过大学生法治教

育满足现代化素质教育改革的根本需求，引导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不断践行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 
(三) 创新法治观教育教学形式 
当前，课堂教学仍然是高校法治观教育的主要形式，但是这种枯燥乏味的灌输式教学已经不能满足

于学生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改进传统的形式，探索新的形式，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采取多元

化形式来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形成补充。首先，教师要充分发挥实践的作用。实践是增强大学生法治观

念的最佳途径。所以，在课堂授课以外，教师还应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广泛开展法治学习实践，

组织学生观摩法庭审判、开展模拟法庭、普法宣传、送法下乡、社会实践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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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师还可以运用案例分析的形式，通过分析具体的、典型的案例，让学生积极

参与进来，从而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再者，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教师应当增强

对多媒体及网络技术的运用，增强课堂教学活力和吸引力，创新教学策略，持续推进教育模式的优化升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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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加强法治观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思政课教师在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教师的法律知识、法律素养、教学能力及

法治实践技能直接影响到法治观教育的效果。因此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法治素养的提升，打造

一支专业精湛、法治思维深刻的高水平的法治教育师资队伍，使其能够更好的完成法治教育教学任务。

首先要加强思政课教师法治素养的培训。将思政课教师的法治素养培训作为高校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

把握重点、循序渐进的推进教师法治素养的提升。其次，思政课教师法治培训要注重过程管理，思政课

教师法治素养培训要专题研究、专人落实、全员覆盖，提升思政课教师培训的实效性。同时也要重视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考核和培养。不断完善学生评价体系，提高学生教学评价在教师评价结果中的比重。

对于思政课教师自身出发，应当提高站位，坚守法治信念，带头维护法律权威，成为法治精神的践行者

和传播者，通过自身的示范作用，在日积月累中对学生成长产生积极影响。 

5. 结语 

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离不开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法治意识的培养和法治素质的提高，关系着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因此，国家、社会、高校及大学生个

人都应当提高对法治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形成大学生法治教育合力，正确引导大学生形成学习法律、遵

守法律、信仰法律的内在自觉，营造良好的法治教育氛围，促使当代大学生法治素养不断提高，为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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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法治社会的发展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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