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基础课程之一的

法律基础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开设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

义法学的基本观点，掌握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

神和内容，培养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促进大学

生行为的自我规范。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心理

和法律思想的总称。法律心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

心理反映，即对法律现象的感知、注意、体验和理解，

以及伴随这种认识过程所产生的情绪、情感、态度，

属于法律意识的低级阶段；法律思想则是人们对法

律本质作用的理解而形成的思想、观点，属于法律意

识的高级阶段。在法律意识中起决定作用，但是它不

可能自发形成，必须经过有意识的培养。培养大学生

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要求；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实行依法治国的需

要；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是当前大

学生法制观念现状的要求。

一、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

虽然大学生经历中小学系统教育，并历经严格

的高考进入高等学府，可是对法的认识比较肤浅，法

律意识淡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

一，法律意识的缺陷。法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来说，

在我国已颇具规模，理论日趋复杂和完善，各种法

律、法规、规章浩如烟海。而现有情况是有的大学生

公民和自然人不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不

分，更谈不上了解我国近几年颁布的大量新法规。其

二，法律素质偏低。由于法律知识匮乏，对法律知识

一知半解，只知皮毛，使得大学生不能把握合法与非

法的界限，不能把握法的价值、功能及精神，不能用

法律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通常不

是据理力争，而是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内心保

留着“屈死不告状，无事不争讼”的传统思想；缺乏依

法办事的心理和习惯。导致大学生法律素质偏低的

原因有诸多方面。主要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学

校和家庭教育方面的因素。二是我国的法制进程。三

是社会其他因素。就目前来讲，国人普遍法律素质偏

低，法律意识差，更多地表现为公、检、法人员素质偏

低，以及受我国法的权威程度等因素影响，都不可避

免的使大学生认识停留在较低层次，广大公民用法

律维权步履维艰。上述几方面的综合作用，造成我国

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这些因素不能归于大学生的

过错。学校、社会更有责任来扭转这种局面。

二、大学法律基础课堂教学目标与大学生

法律意识的培养

大学法律基础课堂教学应全面提高大学生的各

项素质和能力作为基本目标，并以教学环节，教学手

段，考试方法的创新作保证。教师特别要培养大学生

的语言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自学能力。

大学法律基础课是应用性极强的课程，它不仅

要求大量的法学专业知识，而且对语言的应用和表

达的准确性和规范性要求也十分高。语言素质包括

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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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注意课堂教

学方法的形象、生动，还要注意规范的法律表达、准

确的案例评说，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语言在法律应

用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促使大学生注重培养语言应

用能力。

大学法律基础课教学具有很强的思想道德性，

它本身就是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教师应

把思想品德教育寓于教学之中，使大学生的思想品

德得到正确影响和提高。在教学中我们既要遵循法

学教学规律，又要注意将思想品德教育贯穿于大学

法律基础课的教学之中。教师应以知识为载体，努力

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以及社会功德、家庭美德、职

业道德。爱国主义等方面的教育，使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法制观念，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任何一门科学都承载着一定时期民族的文化内

涵，反映着社会文化特征。因此法律知识的学习与应

用不可能脱离我国的文化而单独存在。教师应将我

国法律思想及民族文化贯穿于教学中各个阶段和环

节。让大学生懂得法律的得体性离不开我国悠久的

历史和民族文化。教师在教学中应把课堂作为联系

法学知识和文化的重要场所，既教法学知识，又教文

化，既灌输法治理念，又灌输德治理念，不仅使大学

生的法学专业知识得到提高，而且也使思想道德文

化素质得到提高。

在大学法律基础课教学过程中，还应重视培养

大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勤奋学

习的性格品质，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学习法律基础知

识的重要性，以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健康发展，全

面提高自身素质。素质教育着眼于大学生未来发展

的潜力和各种能力的培养，强调教学的重点应放在

教会大学生学习，培养大学生的自学能力。然而，传

统的法律教学重教轻学，总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

讲，学生听，把学生限定为法律条款的消极接受者，

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死记硬背，忽视法律的具体运用，

结果对法律知识学习失去兴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为此，教师应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对课堂教学进行

改革，注意培养大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中加强对

大学生的学法指导，让大学生掌握学习法律知识的

有效方法，学会自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大学法律基础教学方法创新与大学生

法律意识的培养

教学方法的创新，就是要拓展《法律基础》课的

教学方法，促进课堂教学与课堂教学以外的教育的

结合。课堂教学是学生主要的基本学习形式，其特点

是对法律基本知识理论进行集中、全面、系统的教

学。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大学法律基础课教学手

段提供了各种条件。其中将多媒体运用于法律基础

教学，将教学内容和案例制成多媒体课件，在课堂上

使用效果极佳，增强了美感，在内容、形式上都能吸

引学生，使法制教育不仅仅只达到了法律知识的传

播，学生从中获得了法律知识，感受到了现代科技的

魅力，也提高了法律基础课课堂教学的效果。课堂教

学以外的教育，其特点在于教师可以运用适合学生

的特点、丰富新颖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在宽松的氛

围中积极思考，主动接受教育。如：电化教学，通过直

观而真实的画面向学生们进行法律教育，可以增强

教学的形象性；模拟教学，可以让学生分别扮演案例

中的不同角色，进行实际表演，并作出合理分析和判

断，增强了教学的参与性；社会实践，让学生深入到

丰富多彩的现实中，去观察、调查、研究，把书本上学

到的法律知识自觉地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写出调

查报告，分析论文等，从而增强教学的实践性；还可

以把有关人士请进课堂，对学生进行专题讲座，给学

生以全新的启迪。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延伸、丰富，扩

充了课堂教学，它使学生从不同方面理解和消化《法

律基础》课所讲授的基本理论及内容，使学生能直观

的感受，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接受《法律基础》

课的知识。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法律基础》课在高校思想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也迫在眉睫，只有进一步

深化《法律基础》课的教育改革，注重教学的科学性、

针对性、实践性以及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高教学质

量，让大学生对“法”能做到“懂”，“会”，“用”。“懂”即

能了解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大环境及相关条件，

掌握法律的基本内容，对社会主义法制有全面的把

握和正确的理解。“会”即在“懂”的基础上能够独立

运用社会主义法的理论、观点去观察、思考、分析现

实问题；“用”即在现实生活中自觉地用“法”来维护

自身的利益，约束自己的行为，与社会上的违法行为

作斗争，这样才能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为真正“知

法、守法”的跨世纪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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