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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在高等教育中融入法律意识的培养,对国家全面实行法

治建设、保障大学生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等均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为基础,

通过研究分析法治建设背景下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中所存在问题,追本溯源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

能够有效的改变高校大学生对于法律知识掌握肤浅、法治观念淡薄、所学的法律理论和实际情况脱节、

法律信仰程度不足等现状。并通过研究与分析提出了。(1)在高校大学生课程体系中增设法律课堂教学

活动。(2)法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强法律教育的时效性。(3)加强对高校大学生法律兴趣的培养。(4)

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去等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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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ully implementing the rule of law,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the cultiv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into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country to fully implement the rule 

of law, and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realiz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llege students' legal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and traces back to the source to fi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ith a view to effectively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of college students' superficial 

knowledge of law, weak concept of rule of law, disjointed legal theory and actual situation, and insufficient legal 

belief.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adding 

legal classroom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college students, combining legal theory with 

practice, enhancing the timeliness of lega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interest, and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ollege leg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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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

是当代大学生面对当前的法律现象,在

心理及情感上所产生的一种基本的认

知、评价、信念等。当代大学生的身心

健康的发展可推动祖国的强国兴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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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法律意识的强弱直接关乎我国法治社

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其使命任重道远。

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部分高校大学生在

法律意识培养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如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薄弱等。因

此,本文针对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相关

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必须在依法治国的

进程中加强和重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

养的结论,同时提出相关具体的解决措

施,以期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树立正

确的方向。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1.1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初等、中等教育的延伸与发展。

它包括以培养学习、教学、研究以及社

会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其主要的活动跟

任务的各种教育内容与方式。20世纪末

我国进入了高等教育扩展和质变的阶

段,社会对于高级专门人才需求的快速

增长以及个人对高等教育求学机会的

迫切需要,使得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发展。 

1.2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指人们对于法律和相关

的法律现象其态度与观点的总称。是一

种社会意识。主要包括对法律最核心的

特质、作用的理解,对现今实施的相关法

律的解释与评价,相关行为所具有的法

律动机,以及对公民所具备的权利、义务

的认知,对法律及其制度的使用与掌握

情况,还包括对具体行为是否符合法律

要求的鉴定与识别等。 

2 法律意识融入高等教育的重

要意义 

法治不仅仅是现阶段国家出台的治

国基本方略,同时也是保证人民群众可

以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没有法治,人民

民主难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也难以实现。

同时,法治还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手

段。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短

期内难以根本解决,社会各种民生热点

问题层出不穷,如教育医疗、住房就业、

社会保障、治安司法等相关问题[1]。而

法治的推行必须依靠法律意识的培养,

通过培养法律意识,来进一步促进各种

社会矛盾的解决。随着人们民主诉求的

高涨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发挥法治在国

家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已经成为新形

势下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富民强的基

本方式和重要途径。 

3 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 

3.1高校大学生对法律知识掌握程

度浅薄 

法律知识是提高法律意识的前提,

是衡量法律意识的重要根据,因此,法律

知识主要包括法律理论和现行法律两部

分组成[2]。然而,我们针对于高校大学生

所做了一项关于法律意识的调查,从调

查显示的数据中我们发现其结果的不乐

观性,调查显示,高校大学生对我国法律

体系十分了解的仅占2.8%,了解部分表

面知识的占64%,而其余人则表示不了

解。由此可见,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法律知

识水平还很低下,对法律知识的欠缺,导

致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行为的模

糊,有相当多的人不能分清违法和犯罪

的区别[3]。 

3.2高校大学生法制观念的淡薄化 

当代高校大学生只关注和自己切

身利益相关的法律知识,和自己毫无关

联的相关法律知识基本不触及,表现出

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并且有部分学

生认为自己并不会遇到一些法律问题,

但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就必定会和社会

中的各种法律体系发生关系[4]。比如高

校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高校大学

生会购买二手产品来使用,因为二手产

品相对来说经济实惠,但是由于高校大

学生对法律意识的淡薄化,加上他们对

社会中存在的是非真假还难以辩驳,因

此难免在交易的过程中不去购买到一

些赃物,而这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触犯

了我们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

罚法》。因此,培养高校大学生的法制观

念,法律意识,必须作为高校的一个重

点工作项目。 

3.3高校大学生学习的法律理论与

实际相脱节 

在高校大学生的课程项目体系里面,

增设各种法律基础课程作为非法律专业

学生的选修课,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可

以了解相关法律常识,懂得相关法律知

识,为以后依靠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打

下坚实的基础[5]。可是,现实情况往往事

与愿违。在学生在发生纠纷时,往往容易

冲动行事,产生过激行为,将所学到的法

律知识抛诸脑后。因此,提升大学生法律

意识并将法律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迫在眉睫[6]。 

4 如何有效的培养大学生的法

律意识 

4.1在高校大学生课程体系中增设

法律课堂教学活动 

课堂教学活动是高校大学生获得法

律知识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是养成高

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最根本的条件。因

此,高校可以通过加强法律课堂教学活

动,来进一步改善高校对法律教学现状

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当然,通过课堂法

律教学活动可以促进学生对法律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了解我们国家的

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和所需要履行的

义务,明确宪法的内容分为国家权力的

行使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通过对法律理

论知识的学习,推动高校大学生对法律

知识的实践运用能力,帮助他们形成依

法办事、敢于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

意识。 

4.2高校大学生的法律理论应与实

践相结合,增强时效性 

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离不开

实际生活的推动,学校必须要引导学生

走入社会,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决实际生

活中所面临的问题,通过实际问题来验

证法律知识的有效性,利用实践教学的

方法教育高校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把

所学知识充分的运用起来。高校对法律

教学工作的推广,可以开展一些法制讲

座、辩论会和知识竞赛等系列法律相关

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浓厚的法律氛围

中受到教育。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教育形式,不仅充实了高校大学生的法

律知识理论的理解,而且增强了法律教

育的时效性,是一种十分高效的教育手

段[7]。 

4.3加强对高校大学生法律兴趣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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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于高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培

养,仅仅依靠学校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

的。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需要学

校和学生双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而这就需要高校大学生对于法律的兴趣,

从而推动和促进法律的教育教学工作,

而学校一方面,通过开设课程、举办讲

座、召开主题班会等方式营造学生法律

学习的平台。另一方面,培养学生自主的

去了解相关的知识,实现从“要我学”到

“我要学”的转变,学校通过多种途径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可以举办相关的法

律知识竞赛活动、举办法律辩论赛以及

法律相关诉讼案件的情景模拟,通过这

些方法提升学生对于法律学习的兴趣点,

让学生在参与中进步,在进步中产生学

习动力。 

4.4将道德文化融入高校法律意识

教育中去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以

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代高校大学生道

德文化观念淡漠,在一定程度上道德滑

坡。因此,高校应将道德教育与法律意识

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将道德文化

融入高校法律意识教育之中,通过道德

文化进大学课堂、校园文化建设中营造

道德文化氛围等各种途径,将中华民族

优秀的道德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素质教育

之中。同时还要积极探索以法治体现道

德理念、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的融合式

教育实践途径,让传统美德培养、法治思

维养成、法治精神强化贯穿于高等教育

全过程,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创新[8]。 

5 结语 

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具有重

大意义,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经之路。

我们只有通过让大学生树立起真正的法

律意识,从而才能够更好、更快的推动整

个社会对法律意识的重视,由此可见“法

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尽管,

我国的法治建设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弘扬法治观

念,重视法律意识培养,切实落实大学生

的法律普及教育,让当代大学生知法、懂

法,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可以保持清醒的

头脑,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让法治成

为今日中国国家的治理理念和社会的共

同信仰,只有这样法治的中国梦才能得

以实现,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人民也会更

加幸福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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