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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的培养与建设
王鑫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湖北襄阳，441025；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逐渐深入人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迈上了新的台阶，高校学生

作为中国未来法治视野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能只在乎学术水平的高低，更要在意学生法律素养的培养。而现在

的高校学生在面临兼职工作、校园贷款等事件时，往往却不知道如何应对，因此，对于高校学生进行法律素养的

培养非常重要。本文的研究便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由正文和结论两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又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谈论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养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写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的现状，第三部分分别从专业师资

力量薄弱、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氛围不浓四个方面谈当前高校在学生法律素养培养方面的不足，

第四部分针对第三部分的不足一一提出改善方案，从而达到提升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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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养的必要性

当今的社会，随着经济和网络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并存，优惠和诱惑并存。学生在面临社会诸多机会和诱

惑的过程中，难免显得过于稚嫩，往往会由于一时冲动

经不住诱惑，导致自己被骗。近年来，高校学生成为了

“校园贷”、“网络诈骗”等案件的高发区域，大学生

作为高素质人才尚且被骗，表明我国居民法律素养提升

刻不容缓。因此，对我国居民尤其是大学生进行法律素

质的培养尤为重要，这不仅仅是在为大学生的个人发展

做好铺垫，也是在位在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法治事业的推

进贡献力量。

2 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的现状

当前，各大高校学生在学生兼职过程中上当受骗时

有发生。高校学生敢于尝试新兴事物，所以会成为不法

分子的目标。越来越多学生们通常利用课余时间兼职，

除了希望通过勤工俭学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应变能力、

拓宽人际关系之外，他们还想以此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随着“兼职热”在高校中兴起，一些人也瞄准高校学生

缺乏社会经验而又赚钱心切的心理，向校园“打工族”

伸出了“黑手”。 高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

学生与公司之间未建立法律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大多数

是劳务派遣的形式，由于不存在真正受法律保护的雇佣

关系，诸多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条例无法对兼职的高校

学生形成必要保护，使得兼职的高校學生处于一种法律

的真空状态，容易被无良用人单位压榨，无法自我保护。

在受骗后，即便具有法律知识，高校学生也由于缺乏维

权经验，以及维权时间、精力成本过高，只能选择忍气

吞声，不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高校学生失

去维权的机会，导致个人法律实践经验无法积累，陷入

恶性循环。

其次，高校中的“校园贷”事件屡禁不止。高校学

生对于自己的消费认知不足，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有许多大学生有了攀比之心，校园网

贷兴起的主要成因不良校园网贷既是“互联网+金融”

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学生个体的行为，是多方面综合

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首要原因是畸形

理念作祟。当代大学生青年的生活费一般是由父母按月

提供或者学期初直接和学费一起提供。学生没有消费观

念，往往会超前消费，消费完后又不便向父母再次“索

要”，便会为“校园贷”等不良套路创造条件。在校园

中，不乏用生活费购买高档化妆品、甚至电子产品的现

象，这样的消费往往并不是学生群体的理性消费，而是

冲动购买。并且大学生群体数量庞大且社会经验不足，

容易被一些不良群体锁定为目标。此外，很多大学生之

间由于虚荣心作祟，会存在攀比心理。很多教师都反映，

在消费较多的节日前后学生上课容易犯困，尤其是在“6.

18”和“双十一”之后，多数学生上课出现精神状态不

佳的现象。

第三，学生对法律知识学习有误解。通过问卷调查

发现很多学生认为法律知识学习非常难，误以为法律学

习需要背诵大量的法律条文，因此对于学习法律知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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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胆怯。除此之外，学生普遍认为大学思政课程中的法

律部分，老师授课讲得不是很清楚，不够具体生动，只

是单纯的照着书本讲一讲，让本来就不太好懂的知识更

加枯燥。

3 当前高校在学生法律素养培养方面的不足

3.1 专业师资力量薄弱

教师作为开展法律教育的基础，以及学生法律精神

的表率，无疑是培育高校学生法律意识最重要的一环。

然而，大部分高校没有形成独立的法律基础教育师资队

伍，通常是由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专业教师兼任法律

基础的教师，很少有具备专业水平与专业能力的法律人

才作为授课教师，导致法律课程的效果大打折扣，一方

面，多数高校都只是开设了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但是在

讲授的过程中内容相对单一，往往是泛泛而谈，没有抓

住学生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学生在上完思政课之后

法律意识依然不足。另一方面，高校的思政教师虽然主

要是马原等哲学方向，所发的学位证书也是法学类，但

是法学知识有所欠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学生教学所

能教授的法律知识相对也是有限的。。

3.2 教学内容单一

要想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教师就要让学生能充分

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并加以实践运用。大部分高校的

法律教育都是以思想道德与法治（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课程为载体，而这种教学极具局限性。首先，

该门课的学时通常只有 48 学时左右，但是法治部分的

内容十分简单，并且不够贴近学生生活。其次，该门课

还包含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内容，法律教育并非全部的教

学内容，学生无法真正接触到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与典

型案例。再次，该门课的内容时效性相对滞后，没有紧

跟时代，不能够全面培养学生正确的公民法律精神，甚

至导致学生的法律意识出现偏差，影响学生法律素养的

提升。

3.3 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高校法律相关课程的教学缺乏完整的教学体

系，课程内容较为零散，课程学时不充足，并且教师的

讲授方式以灌输式讲解为主，难以拓展课程实践等环节。

然而，纯讲授的教学方式并不能够真正满足高校学生提

升法律素养的需要，学生法律意识单薄的现象依然存在，

学生上当受骗的案件依然高发。

3.4 教学氛围不浓

高校对学生法律教育重视程度不足、投入不够，导

致教学氛围不理想，部分高校忽视了对学生法律素养的

培育，虽然开展了特定主题的法治活动，但频率不高、

流于形式。例如，制作宣传栏、开展讲座等，这类法治

活动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除此之外，如果高

校只开展特定主题的法治活动等，高校学生只能在这些

专题活动中学习法律知识，不能全面提高法律素养。

4 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养路径

4.1 扩大师资力量

在大学生思想道德素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授课上，

使用专业的法律教师去讲授法律知识，最好是能够引专

业的法律教师，对大学生法律基础的公共课进行专业授

课，可以适当多讲案例，多分析，让学生更深刻的体会

到问题怎么解决，怎么用法，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而在

教学时，如果实在无法引进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思修课

老师，可以暂时采用使用法学专业的任课教师来讲授的

方法，将相应的课时量转给法学教师，作为课酬。同时

培养或者引进专门的法律老师作为思政课中法律基础

的专业老师，以达到普法作用。

4.2 改善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上，适当加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的课时量，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法律基础的相关知识，在

平时的教学上， 尽量使用案例来引入法律条文，一方

面能够增加歇息的趣味性，另一方面也能让学生更直观

的感受到法律是如何在具体案件中使用的。能够让学生

对法律基础的运用有更好的了解。在案件的选择上，最

好使用生活中常见的例子，能够更贴近生活，学生也能

更好的把握。在课后作业上，可以适当出一点课后题，

最好是案例分析，让学生学会常见的案件如何用法律解

决。

4.3 丰富教学方式

在教学方式上，适宜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和新型

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第一，在高校思政课程设

计中，不能单纯的把知识进行大水漫灌式教学，要根据

“OBE”理念，结合课程的实际情况做适度调整。把法

律素养的培养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去，并且在做教案

和教学大纲时，要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

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作为课堂评价的一项

标准，要多喝学生进行有效互动，量变引起质变，只有

多互动，学生才能更加深入的融入课堂，才会对课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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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在教学时，可以适当融入一些实践案例，甚至

是可以在课前或者课间进行分组作业，做法律相关的情

景剧演示。第二，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现在在很多网站

上都有十分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师可以尝试使用，然后

做“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比如，教师可以创建“雨

课堂”、“人人讲”、“学习通”等网上精品课，丰富

学生的学习途径。借助新媒体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传播

优势，还可让学生投稿，以提高学生参与课程建设的积

极性。第二，基于课程框架体系，优化课程目标。互联

网时代课程目标要聚焦于学习过程。重点应考虑到三个

方面，一是服务地方经济和行业发展的标准，二是能够

有效对接岗位标准，三是能够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标准，

将这三大项标准与课程标准有机融合，并运用互联网思

维收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数据，对学生的未

来预期进行预测并灵活调整和加以干预，是课堂教学目

标始终契合学生需求与发展，以助推课程建设的持续优

化。

第三，用好学生作业。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教师可

以尝试使用反转课堂，课前让学生先进行学习，然后抽

学生上台进行讲授，，之后教师进行点评和答疑，这样

的方式不仅可以使学生养成预习的习惯，也能让学生学

会主动提议问，大胆创新。

4.4 活跃教学氛围

大学的法律课堂，不同于小学和中学的大水漫灌式

教学，需要的是启发式课堂，而当前大学生法律素养的

培养与建设，往往伴随的是教师单一教学，学生坐在座

位上听，当教师提问时，学生又往往回答不上来，这样

的教学氛围过于呆板，学生容易产生疲倦，当前的大学

课堂，出现上课玩手机，甚至昏昏欲睡的现象不在少数，

但是大学的课堂需要的往往是有生机，有趣味，有知识

的课堂。因此，在法律素养的培养建设上，多用案例分

析，多用创新教育、启发式教育的方式往往能收获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多用网络上

热点案例进行分析，或者让学生自己举生活中遇到过的

案例，往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一步一步引入

相关法律知识，帮助学生有参与度、有获得感。此外，

还可以鼓励学生多参与到法律活动中来，当前各个高校

都有法律相关的社团，鼓励学生多和法学专业学生一起

学习，在生活中可以无形中提升法律素养。在类似“3.

15”和“12.4”这样的特殊日子，可以鼓励学生分成小

组深入校内校外，对百姓进行普法调查问卷和宣传，一

方面增强地方居民法治意识，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学生自

身的法律素养，摆脱学生对于法律学习枯燥乏味的刻板

印象。我们高校教师要做的，就是讲法律知识的讲授更

加生动形象，富有趣味性，让学生被课程内容所吸引。

最大程度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想学法、爱普

法、善用法。

5 结语

法律，是一个民族发展和进步的灵魂，大学的教育，

不仅是让学生学习好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

习知识的同时，有更好的能力保护自己，学习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化建

设的今天，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

开大学生群体这些高素质人才。奉法者强则国强，只有

学生们有更好的法律素养，更好的道德操守和精神品格，

社会主义建设才会更加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傅维利.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指南(第二版)[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70.

[2]杨欢.基于四有教师的中学教师师德培养研究[D].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3]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

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10

(2).

[4]陈鸿铭．高等教育法规视野下的高校教师职业能力

提升路径探析[J]．科教导刊，2021(19).

[5]李小月.高校教师高等教育法规的认知与践行浅析

[J]．现代职业教育，2019(36).

[6]钟喜芸.关于如何促进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在高校中

的普及的几点建议[J].教育现代化，2017,4(14).

[7]张晔.高等教育法规贯彻落实与高校教师的培养

[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9(7).

作者简介：王鑫，出生年月:1996 年 2 月，男，汉族，

籍贯:湖北省十堰市人，职务法学专任教师，职称:助

教，学历:研究生，单位: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研

究方向:诉讼法学。


	高校学生法律素养的培养与建设王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