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犯罪率持续走高，据“找法

网”统计，2013年大学生犯罪率占全国高校总人数

的1.26%；“2014年应届生求职网”所发布的大学生

法律素质调查报告指出，有86%毕业生对国家法律

知识不甚了解或者没掌握。如此数据不仅触目惊

心，还可以看出导致大学生犯罪率高的主要原因是

不懂法或法律知识欠缺。因此，重视大学法制教

育，提升法制教育地位已刻不容缓。

一、大学生法制教育现状
大学是典型市民社会代表，大学生是相对特殊

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知识和创造力，是社会发展

的中坚力量。如果大学生没有接受法制教育，缺失

法律观念，不仅对和谐校园构建会产生阻滞作用，

而且对社会整体法治建设进程产生负面影响，甚至

会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降。因此，创建和谐校

园离不开法律规范的秩序性价值。

（一）大学生法制教育之内涵

法制教育是国家、社会在实施公民教育过程

中，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以传授法律基础

知识，树立正确法治观念为主要内容，以提升法律

素质，增强法律意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活动。孟德

斯鸠曾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

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

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同样也会有这个权

利”。日常生活中，大学生不知何为法；不知道什么

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不知道权利与义

务界限，行为缺少法律行为习惯，导致违法甚至犯

罪事件频发。因此，大学生犯罪率持续走高，最根

本原因在于法律知识极其缺乏。

现代大学生个性突显平等、自由等价值理念，

大学生之法制教育如果不考虑大学生群体的个性特

殊性，一味强调义务性规范，会引起学生反感，法制教

育效果也会适得其反。所以笔者认为，对大学生进行

法律教育应从权利入手，进而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性，权利与自由的相对性，提高法治意识，最终养成大

学生守法习惯，这才是法制教育的初衷与归宿。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之现状

1. 相关法制教育内涵含混不清。现阶段，无论

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中，均存在对法

制教育之内涵及外延混淆不清的情况，主要表现为

两个方面：一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

道德教育各自内涵及外延之界定不够准确；二是对

三者之互相之关系，存在片面性认识。由此导致无

法正确把握法制教育内涵，也无法充分认识法制教

育重要性，致使法制教育实践中的弱化。

2. 学校对法制教育不够重视。实践中，高校的

日常教学在逐步压缩法制教育课时的同时，对教育

方式、教育内容、教学效果等也没有硬性要求，导致

法制教育课程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在学生管理方

面，对学生违法或刑罚行为往往从保护角度出发，

采取道德教育手段，学生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并对

行为的性质产生错误理解。法律的教育功能没有

得到实际发挥，弱化了法律规范作用。

3. 大学生对社会事件缺少法律认识。实践中，

由于没有足够法律知识积累，大学生没有形成法律

意识，法律情感淡漠，继而对法治建设信心不足，影

响了法治建设进程。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缺失的原因
（一）法制教育基础概念未界定，理论研究有待深入

笔者在研究大学生法制教育过程中查阅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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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提及大学生法制教育重要

性、独立性地位的创新思维、要求法制教育与道德

教育的系统性结合等内容，但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法制教育等基础性概念及其外延并没有区

分，甚至没有提及相关概念含义，有的文章对上述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所提及，但也未做深入分析。

也有学者对上述概念限缩为法制教育、道德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三个概念之内，并对三组概念进行了

界定，但又强调将大学生法制教育独立出大学生思

政教育框架之外，这也值得商榷。理论上认识的不

统一，导致实践中的盲从，这对于提升大学生法制

教育的地位非常不利。

（二）对大学生法制教育存在局限性认识

实践中，大部分高校将法制教育融入到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中，没有突出法制教育的独

立性地位。囿于课程改革压力，很多高校一再压缩

法制教育课堂教学课时量，甚至让学生自学，不再

讲授，考试也不再涉及。多数法制教育课程由既无

法学理论知识、又无法律实践经验的思政教师担

任，教学效果不佳。学生管理部门对大学生违法犯

罪行为，多利用思想教育方式，没有发挥法律强制

性规范作用，导致大学生不畏法。

（三）法制教育载体单一，缺乏与校园文化衔接空间

校园文化，是学生以及管理者经过长期教育学

习和生活所形成的特定行为方式。法制教育如果

能融入校园文化，法律就会成为特定时空下大学生

进行日常行为的自发性准则，法制教育也会取得积

极效果。然而，现实中高校法律宣传与校园法治文

化面临边缘化危险，法制教学与宣传活动在校园文

化中没有得到及时、很好的体现，学生无法在校园

活动中感受到法制教育氛围，导致仅有一点法律知

识也无法及时消化和巩固，学生很无措，法制教育

整体效果也不佳。

（四）法制教育教学方法落后

课堂教学是高校法制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

实践中，多数高校法制教育还停留在填鸭式、灌输

式等传统教学方式上，无法适应实践性较强的法律

知识传授，也不适合大学生的现实教育需求，影响

了法制教育效果。

三、大学生法律教育模式重构
（一）深入理解法律与道德关系，正确定位法制教育

法律和道德都是重要社会规范，两者间既存在

密切联系，又有不同。道德与法律具有共同的经济

与社会基础，具有共同的任务和使命，两者都是社

会调控手段，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道德以文明为

方向，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法律

是国家统治工具，是一种具体可操作性规范，依靠

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法律作为道德规范维护的

重要“棒子”，是引导行为规范最有力的工具，将道

德中最低的限度义务法律化，可以促进道德水平提

高。社会整体法治水平提高和法律义务履行是提

高道德水平的最有效手段。因此，笔者认为大学生

法制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

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但应独立于道德教育，道德

教育与法制教育都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

内容。法制教育内容应注重传播民主法制思想、权

利意识等法律相关知识，从而使思想内化为行为，

提高大学生自身素质。因此，要充分论证道德教

育、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三者关系，重视法律教

育的独立性与不可替代性，从而提升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效度。

（二）科学规划法制教育课程内容，配备优良专业师资

法律教育的独立性地位主要通过独立性的课

程体系来实现，因此要科学设置课程体系，重视课

堂教学，全面提升大学生法律水平。在法律教育课

程设置上，应体现“三课一辅”，即为法律基础必修

课、专业法律选修课、法律公共选修课三大类别，同

时积极开设法律专业辅修课程，满足大学生法制教

育需求。建议将含有价值引导性的理论法学作为

法律基础必须课程内容，其地位及重要性应等同于

其他思政理论课程。应设立专门法律基础教研室开

展独立性法律基础教育。法律基础教研室可以设置

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或者法学院等教学机构中，全

面负责全校学生法律基础教育具体实施。要求大学

生掌握基本的法学理念和法律知识，将学习法律教育

课程作为每一位大学生毕业的基本条件。

法制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兼有政治性、理论

性、知识性与实践性等特点，不仅要求有明确目标、规

范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具备受过正

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

伍。因此，高校应优化师资结构，建立由法学专业教

师为主，形成专、兼、聘等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专业教

师队伍，提高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质量。

（三）打造法制教育平台，营造校园法治文化氛围

法治理念是多元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法治文化形成，要以教学课堂为依托，以网络

媒体筑平台，以专题讲座促交流等多种渠道方可形

成。良好法治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隐性课程，对学生

树立良好道德品质、情感意志、价值判断、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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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都会起到潜移默化作用。课堂永远是教

育人的最有力渠道，课堂教学可以对学生进行法

治引导、塑造，形成较为系统化的法律理念。应该

利用新媒体、微媒体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知识的传

播速度快等特点传播法律知识。学校相关部门、

机构应邀请校外公、检、法等机构的法律实务专家

和知名学者开展各种学术讲座活动，学校各级学

生组织应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法治文化活动，渲

染学校法治文化氛围，对大学生身心发展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

（四）创新法制教育载体，转变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

法制教育载体创新，离不开教学方式创新。新

时期，法制教育者应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消除法制

教育中成人化标准、理论化形式、课堂化模式弊端，

应多开展案例教学、法律实务工作进学校、开设模

拟法庭课程等实践性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学习热

情。法律教育应利用校园文化、科技竞赛、职业规

划或新、微媒体等手段，应体现法制教育的生活性、

具体性和时代性特点。应坚持大学生自我教育宗

旨，在网络和微媒体使用、开发技术较为熟练的大

学生中聘任网络法制宣传员，定期对其进行法制教

育培训，给予一定薪酬保障，定期发布法制宣传信

息，进行网络全面化法制教育。要构建大学生易班

互动、微信、报刊、法制讲座、法制文艺、宣传资料、

板报、墙板、挂图等宣传形式，以及党校、团校、夜

校、法制教育培训中心、法制教育基地等阵地作用，

使法制宣传能覆盖不同区域，适应不同群体，真正

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五）要建立科学化、量化的法律教育管理评价机制

法制教育独立性地位实现，不仅需要各方努

力，还要有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要建立健全学校

管理保障制度，真正把大学生法律教育工作落到实

处。要制定大学生法律教育计划并加强监督，要

定期组织专任老师开展学术探讨和教学研究工

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从社会对人才需要角

度，建立政府、行业组织、质量保证机构、企业和学

生团体为主体的多元化法律基础教育评估机制，

对法律教育及人才培养做好顶层设计，对于学校

法律教育培养模式进行监控、统筹、组织、协调。

学校或法学院应制定内部教学质量评估和教师教

学绩效评价体系，发动学生团体对教师教学水平

进行评价、监督，确保法律教育教学质量。企业应

多参与教学单位教学活动，达到对学生专业成绩

评价的多元化。

总之，法制教育对大学生不良行为的矫正与引

导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大学生

所出现的大面积道德“滑坡”问题。因此，需要重视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地位，从理论研究深

入，课程内容设计，师资队伍建设，新媒体和新载体

应用，校园整体法治文化营造等多方面入手，使大

学生法制教育落到实处，全面提高大学生道德素

质，继而提升社会整体法治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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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al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civic education activitie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ad

behavior correction and guid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now the development and effects of the ongoing university

legal education are not ideal. Here are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tatus of university legal

education, from the in-depth theoretical research, strengthened curriculum design,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resources, the use of new media and new carriers, creation of the campus with a overall legal culture and many other

approaches to make the university legal education into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legal construc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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