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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法律素养教育现状与改进建议
李晶杨震

摘要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生力军。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目前我国

大学生法律素养教育存在着课程设置不合理、学生法律素养偏低、近年来犯罪率上升的现状。为此，我们应当改进教学方

法、改进考试方案、增设选修课，提高教师法律授课素养和坚持依法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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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素养，是一个综合概念，是由法律知识、法律理论、法律

心理、法律观念、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而成。其中法律知识

和理论是基础。

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生力军。大学生法

律素养如何，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党的十八大指出，要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快速提升大学生

的法律素养是高等学校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推卸的职

责。因此，我们应“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制

度性法律文化的同时，应当高度重视人们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

逐步形成对现代法治精神和价值取向的认同和接受，达到制度性

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内在协调一致和功能的良性耦合”①

一、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重要意义

(一)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在实现依法治国进程的宏伟蓝图中，公民法律素养的提高

具有基础性地位，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公民

法律素养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土壤。大学生是各行各

业的生力军。大学生法律素养的高低影响着我国公民法律素养的

整体。例如，随着公务员法的实施，“凡进必考”成为青年人进入

公务员队伍的硬性要求。纵观我国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

关公务员考试招考要求，除人大机关(我国主要立法机关)、司法

机关主要招录法律专业毕业生之外，大多数机关招录各类专业人

才。因此大学生在校期间所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影响着公务员

群体(法治实施者)的法律素养。

(二)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是培养新世纪人才迈向人才强国

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

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后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

略，精准地把握了新经济时代下实现我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

脉搏，逐步建立了依靠教育培养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教育发展还处在不发达阶段，尤其是培育

公民人格方面还处在落后阶段。目前，高等教育发展最大的瓶颈

是知识教育与塑造人格的差距方面。高等教育担负着在市场经

济和就业市场冲击下，形成教育知识、塑造人格的新模式的任务。

在培育学生德育时，塑造学生法律素养成为主要内容，法律素养

能够完善青年人人格。

(三)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是大学生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态势。一位

大学生日常生活中面临着诸如：购物、交通、旅游、打工等经济交

往问题，进入社会后，面临着就业、创业、婚姻等一系列问题。这

些问题产生纠纷后，法律修养比较高的青年首先应当抱有理性冷

静的态度去处理，其次甚于运用法律知识来解读，用比较低的成

本(法律途径)而非过激等行为来实现自己诉求。在校期间，学校

应当及时关注在校生权益维护问题，有效避免学生过激化、极端

化的维权行动。

二、大学生法律素养亟待提高

(一)大学生犯罪问题触目惊心

在校大学生犯罪主体广泛化，高学历犯罪现象凸显。涉案在

校大学生不仅包括大专生、本科生，还包括硕士、博士，且涉案大

学生不乏名牌高校学生。据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2010至2011

年对该院所受理未成年犯罪案件情况统计，该院所承办涉案75

人中，硕士4人，博士2人。其中一起案件的3名涉案硕士生，因

酒后寻衅滋事造成被害人1名轻伤、2名轻微伤。1名博士因感

情纠葛，造成被害人重伤。同时大学生犯罪手段凸现智能化。涉

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2件2人，传播淫秽物品l件1人，倒卖车

票l件1人。菲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件1人，非法持有枪支l

件1人。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大学生犯罪的手段也随之发生了

变化，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智商高，知识面广，往往利用现代化

先进科学技术来进行犯罪活动，凸现智能化。如某名牌大学的大

学生张某，担任国外某色情网站管理员，通过互联网上传淫秽、色

情图片，对该网站进行管理，案发时，该网站的点击量达到约16

万次。圆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无论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在法律基础课教学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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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以下“三少三多”现象，即“课时少、专业教师少、教学花样少，学

生多、讲授多、理论知识多”。学生抵触情绪，法律虚无主义，应付

考试而学习的情况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有以下：(1)课程内容设

置不够科学，目前高校法律基础课与思想道德一起作为--1"7课程

来开设。其中法律部分分为法律基本理论和我国法律制度部分。

在法律制度部分里，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挤在拥挤的最后一

张，一般用两三节课将其讲完，效果可想而知。(2)专业教师匮

乏。很多从事法律基础课教学的老师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或从

未真正研究过法学，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3)教学手段单一。

在授课时，一般采取灌输、照本宣科、填鸭式，使得学生容易产生

疲劳乃至厌恶情绪。(4)学校不重视。一般而言，学校更重视德

育、轻视普法，将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范畴。在整个政治理论课

里面，老师和学生更为看重哲学、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概论，而“思修法基”则属于边缘课程。很多学校师生，直

接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知识课程简称为“思品”课，这或多

或少体现着“法律”基础课教学的尴尬地位。

(三)法律意识、法律思维尚未养成

法律思维是运用法律原则、精神和规定思考处理判断法律问

题的趋向和看法。法律思维的养成是漫长的过程，其中法律意识

是基础。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念

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和看法，对现行

法律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界定，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

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是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以及

法制观念等0’’@目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思维方面存在极大的欠

缺，主要表现在：(1)法律基本范畴、概念掌握不清。在学生中，以

下几组概念容易产生混淆：“权利”与“权力”、“法制”与“法治”、

“被告”与“被告人”、“检察”与“检查”、“司法机关”与“政法机关”。

对以下几个基本范畴不能准确把握，权利、义务、责任、救济、法

治、公民、部门法、法律体系、法系、诉讼代理人、当事入、抗诉等

等。(2)对法律知识掌握不平衡、不全面。学生掌握宪法和刑法

知识比较多，而更加贴近自身生活的民法、商法、经济法、诉讼法

知识相对少。(3)程序意识不强。学生普遍存在国人对待法律的

通病——重实体、轻程序。在学习法律知识时候，学生更愿意听

生动的实体法案例，学生更关心“坏人”有没有受到惩罚，而不关

系怎样接受的惩罚，“坏人”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4)权利意

识不高。多数学生仍然抱有“法律是镇压工具”，“律师是为坏人

说话的职业，律师狡猾、诡辩”，“为什么法院和司法局还要为杀人

犯提供司法援助”“对待贪污犯哪怕贪污一块钱也应枪毙”的观点。

三、大学生法制教育改进方案

(一)丰富教学方法

大学法律基础课教育不要求把每个大学生都培养成法律人

才，但必须把每个学生培养成有法律意识的人才。法律是一门实

践性学科，甚至可以说是一门工具甚于一门科学。单纯的理论讲

解很难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过多的从理论到实践也违背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因此，在教学中应当摒弃传统“填鸭式”教学，结

合司法实践，多措并举地改进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知识的

同时感受法治潜移默化的熏陶。比如运用案例分析法、参与审判

旁听、课堂讨论、法律辩论式、模拟法庭等教学法等才有可能使学

生真正理解法律。

(二)改革考试考核方式

在目前教育大环境下，教学围绕考试考核也是无奈之举。因

此，某种意义上讲，改革教学方式应先从改革考试方式开始。考

核方式改革的首要方面就是改变过去重记忆、重突击的闭卷考

试。应当逐步加大对学生利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

考察，这就需要加大平日学生课堂表现考察。应该鼓励学生在课

堂上积极参加双边互动活动，运用开卷考核的方法辅之以通过课

堂讨论、研讨性论文、调查研究报告等进行考核，从而强化学生学

以致用的能力。够

(三)增设法律选修课

有法律专业的院校可以充分利用法律教师人才资源开始为

非法学专业的法律选修课，在课程安排、师资选派、考试方式、学

分设置等问题上充分考虑非法学专业学生的基础和兴趣点，开始

一些司法实务课程和法律热门话题课程，充分启发学生法律学习

兴趣点。没有法律专业的院校可以采取外聘教师或聘任法官、检

察官来开展。

(四)提高教师实践教学素质

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增强实践性。为了实现法律

素养实践教学的实践性，首先要求健全学校的制度保障，不仅要

通过各种形式培训他们的业务水平，还要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鼓励教师投身实践教学中，积极参加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

的建设。学校可以安排教师假期到法院等实践教学基地挂职锻

炼，增强其实践素质，同时也经常邀请法院等单位专家学者来参

与实践活动，提供共同学习的机会。@

(五)要坚持依法治校，营造良好的校园遵守法规的氛围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学校本身的管理水平和法治状况会直接

或问接地影学生对法律的信念，进而影响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

实现育管理法制化，既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学生制

教育、增强学生法制意识、提升学生法律素养的绝佳途径。高校

要依法立健全各项管理规定，使校园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做

到学校管理无缝对接。在制定时，应坚持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

一，可以通过召开昕证会、征求意见的方式使得规则制定更加民

主。在实施校园法规时，尤其是涉及学生切身利益时，程序应公

开、公平、公正，要充分征求师生意见，广泛进行讨论，在程序上给

予学生二次救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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