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质”一词，最早见于生理学，指人的神经系

统、脑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上的特点。它与天资、禀

赋、气质的含义基本相同，其外在表现为性格、志趣、

体魄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素质的运用领域日趋广

泛，因此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大。现在，人们的品德、学

识、才能、情操和风度等都常用这个词加以概括。所

以，人的素质也不仅仅指生理上的特征，而且还指人

在一定的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实践修养

而成为的那些基础条件和内在要素。就法律素质而

言，则指人在一定的先天禀赋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

知识、法律心理、法律道德、法律能力的总和。在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法制建设的

任务十分艰巨，除了需要加快立法进程之外，尤其突

出的是要解决好学法、知法、守法和严格依法办事的

问题。《法律基础》课作为非法律专业大学生的公共

必修课，肩负着两个主要教学目的：其一是提高大学

生的法律素质，其二是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

素质。本文拟就《法律基础》课的前一个教学目的，结

合自身的教学实践，作一些粗浅的理性思考，以期抛

砖引玉。

一、大学生的法律素质亟待提高

纵观我国普通高校的历史，大学生因法律知识

贫乏，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的事例偶有发

生。比如，一位姓王的大学生!"#"年以高分考入了北

京某重点高校外语系，因沉湎于书海，常去附近的大

书店赏书，一呆就是一天半载，后来他竟将酷爱的专

业书不经心地装进了自己衣袋里，时间稍长就养成

了“顺手牵羊”的习惯。一次，碰巧营业员发现了王某

藏书欲出，两人争执不休，王某振振有辞：为学知识

我拿几本书有何过错，这位营业员坚持要他到书店

经理处评理，他执意不去，失去理智的王某顺手拾起

一个尖状石块儿，向营业员头部砸去，因用力过猛，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委托律师在狱中

找他进行案情调查时，他终于吐露真言：“我认为学

知识怎么也与‘盗’字联系不起来，拿书的目的是为

了更新知识，充实自我，怎么偷书就违法吗？”

法盲学生王某的违法行为导致了故意伤害致死

人命罪的恶果，这一典型案例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在知识层次高，整体素质好的高校，不对其进行及

时、系统的法律知识的教学，灌输学法、知法、守法、

用法的法制观念，就会与党的教育方针，与培养“四

有”新人的宗旨背道而驰，因此在提高大学生专业知

识水平的同时，不能遗忘他们的“知识死角”———加

强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自!"$%年以来党和政府为切实加强大学生的思

想道德观念，努力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已在全国普

通高校开设了《法律基础》课。虽然近&’年的普法教

学使他们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均有所增强，但是，

当今知识经济已见端倪，而大学生法律素质不容乐

观，发生在高校的血腥案例，更使人痛心疾首。法的

概念在大学生们的心目中还没打上烙印也许离他们

还真的很遥远。法律与社会的发展已不可分离，众多

的学子们都在疾呼：渴求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和他人，

依法维护其正当的合法权益不受不法者的侵害，所

以上好《法律基础》课，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乃

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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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要从以下四

方面入手

（一）学法

首先应该明确大学生学法的范围、内容。自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台了法律法规近!"""部，在

浩如烟海的法律中应有针对性地确定学习教材。教

育部及各省教育厅根据大学生生理、心理的特点以

及面向社会，增强适用性的需要，编写了一套适合他

们的教科书并配有相关的辅导材料和配套的典型案

例；其次要掌握学习要点，换言之不仅要弄清法律概

念，学习公民应享有的法律权利，还要学习与公民权

利相联系的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

尽法律义务。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贯穿于法律的始

终；再其次，学习法律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课堂

上，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去

汲取有益的东西。一个真实的牧马人，曾任中央宣传

部顾问的曲啸同志，在文革时期惨遭“四人帮”的残

酷迫害，饱尝了“无法无天”之苦，竟连预审员都没有

见过面，就当啷入狱，冤判了漫长的#"年徒刑。近期

某省一位行政厅级干部因犯受贿罪，法庭对他进行

了一审宣判后，法官问他是否上诉，他却说：“我都$%
岁的人了还能上‘树’吗？”他旁听的妻子说：“老头

子，你得挺住，一定要上‘树’”。前例仅是人治的一个

缩引，披露了在权大于法的年代里，所生冤案不胜枚

举，后者说明了有的领导干部对法知之甚少。

上述典型案例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

理———惟有学好法律，才能依法治国。

（二）知法

大学生只有知晓了我国法律法规及法律性的文

件，才能增强法制观念，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合格公

民。故知法不能一知半解，张冠李戴，汉唐不辨。否

则，就会笑话百出，贻笑大方。成都某大学的一位法

学教师在金堂县附近搞二·五普法摸底调查时私访

了一位正耕作于田间的农民，问道：“你们是否学法

了？”，回答称：“学过了。”老师又问：“那我考考你一

个普通的法律概念———公民的含意是什么？”那人答

道：“很简单，公民就是自然成为妻子的丈夫的男人

嘛！”。这一啼笑皆非的回答，暴露了他对法律知识

似懂非懂。知法不仅是对法律的简单掌握，而且是在

此基础上对一些重要而易混淆的法律内涵作进一步

理解和正确区分。譬如，刑法中犯罪预备、犯罪未遂、

犯罪中止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法律概念的区

分：犯罪预备，是指行为人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

条件的犯罪行为（尚未着手犯罪）；犯罪未遂，是指已

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客观）

原因而未得逞的犯罪行为，（如蓄意谋杀某人，恰好

作案对象不在家或虽然在家，但家里还有其他人，难

于下手等）；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

（因主观原因）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

结果发生的犯罪行为，（如谋财抢劫某人，在实施抢

劫的过程中，罪犯翻然悔悟：抢劫不仅会绳之以法，

而且还会殃及子孙后代，留下遗臭万年的坏名声，便

立即自动放弃犯罪之举，有效地避免了犯罪结果的

发生）。

（三）守法

大学生须弄清守法不仅要遵守宪法和以此派生

出的相关法律及条文，而且还须遵守依据法律法规

等制定的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单位规章、校纪校规

等。那种仅遵守法律法规，对政策、规章、制度不屑一

顾的观点是对守法的曲解。守法还应当尽可能地给

大学生提供一些令人深思的典型案例。如&’($年凉

山州武警支队副政委黄祖孝过失杀妻案于众目睽睽

之下在庄严的州人民大礼堂进行了公审。黄祖孝多

年来对其后妻对前妻所生子女的虐待行为看在眼

里，恨在心里，强忍着满腔的怒气，一天，黄某再次亲

眼目睹后妻对他们的虐待行为，抑制不住内心怒火，

知法执法的他顿时恼怒万分，提起菜刀示意威吓，不

料，在打斗中将刀失手刺入了其妻致命部位，使其当

场死亡。此案例可告诫学生：知法不难，守法不易，从

而在内心深处筑起抵御知法犯法，知法犯罪的强大

堡垒，守法不仅要洁身自好，而且还有义务阻止身边

的人尽量将违法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要与违法行

为作殊死搏斗。根据大学生身心尚处于发展期的特

点，守法还必须持之以恒，不能意气用事，切忌感情

冲动，反之，一旦做出与法相悖的蠢事，将终生遗憾，

悔之晚矣。

（四）用法

俗话说：“徒法不能自行”，倘若将法律束之高

阁，不能有效地实施，就违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要

让大学生在守法的基础上用好法。如当自己的正当

权益被不法分子侵害或被他人聘为神圣的律师为受

害人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时，就必须正确运用强

大的法律武器。用法须侧重学好宪法、刑法、民法通

则、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及与之相适应的刑事诉讼

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要知道，在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



现实生活中既有行政、民事，也有刑事的法律纠纷，

其解决的方式有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种形式；在有

条件的学校应尽量组织由原被告、证人、委托代理

人、公诉人和法官在内的生动形象的模拟法庭；也可

集体收看电视台转播的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譬如，!"""年!月震惊全国的豆腐渣桥梁工程———重

庆“綦江彩虹桥”坍塌一案，这桩耗资#$$余万，无辜

死亡%$人，涉及&$余人被告的单位犯罪大案。从中不

仅可以了解庭审调查、取证、证人证言、提起公诉、被

告反诉、委托律师的辩护和法官依法独立判案或根

据案情的严重程度，影响大小，依法组成合议庭，法

官最后宣判等一系列诉讼程序；而且也使人们警醒：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法律的实施力度必

须加强；其次还要注意法律的更新、注意新旧法律条

文的对比。比如，!""’年!月!日经修订生效的《刑事

诉讼法》对原《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补充达!!$处之

多，该法适应当前社会和犯罪的变化，既有利于保证

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及时地查明犯罪，追究犯罪，又

有利于健全法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它突出了保

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适用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权保

护的需要，促进刑事诉讼的民主化。具体表现在新

《刑事诉讼法》补充规定了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

调整了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管辖范围，改革了刑

事辩护制度，提前了律师参加刑事诉讼的时间，完善

了强制措施、公诉制度和庭审方式，保障了被告人和

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年(月!%日我国刑法增加了单

位犯罪的罪名，单位团体也可作为刑事被告推上审

判席，&$$!年再次对刑法作了修改；""年(月!#日修

订的新合同法的有关条款也有新的变化；&$$%年对

宪法亦作了修改。只有密切注意法律的变迁，才能在

使用、实施法律中得心应手，收到良好的效果，达到

预期的目的。

学好法律基础课是完善和优化大学生的知识结

构和文化素质，使自己成为“四有”人才的需要。大学

生只有力图做到上述四个方面，才能不断增强法律

意识，提高法律素质使自己成为一专多能的知识里

手，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中使自己成为学法、

懂法、守法和护法的先锋，为依法治国做出积极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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