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 卷第 2 期                                                       Vol.8 No.2 
2017 年 4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Apr. 2017 

 

 

大学生法制观念的缺失及培养对策 
 

张晓敏，鞠凤琴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辽宁抚顺 ,113001） 

 

[摘要]  培养大学生法制观念是新时代发展的需求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受传统息诉文化、市场经济负面效应、

法制环境不完善以及法制教育不足等因素影响，大学生尚未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在法制观念缺失情况下，大学

生对法律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针对大学生法制观念现状，提升大学生法制观念重在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改

革学校法律教育和加强个人道德培养，培育大学生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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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观念的培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体现。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社会主

义建设者，培养大学生法制观念与我国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布局具有直接关系。培养

大学生法制观念，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育大

学生的法治精神，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具有

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法制观念的内涵及加强大学生法制

观念的重要性 

（一）大学生法制观念的内涵 

法制是统治阶级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的基

本制度。法制包括静态的法制和动态的法制两种形

态。静态的法制是指法律及其形成的一系列法律制

度。动态的法制是指依法治国的方式和原则，是立

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的总称。法制观念是

人们对法制的看法和态度，其核心是对依法办事的

态度。法制观念教育的目的在于向人们传授法律知

识，培养法律意识，并通过法律实践，培养守法和

正确运用法律的内在自觉性教育活动[1]。大学生法

制观念是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将大学生培

养成自觉守法、依法办事的合格公民的观念。 

（二）加强大学生法制观念的重要性 

大学生法制观念的培养有利于推进我国全面

依法治国的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

视法治国家建设和发展，明确提出法律在市场经济

和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在习总书记的倡导下，颁发

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明确提出“公正、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法治相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一方面

彰显了法治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突显国家从上

层建筑层面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决心；另一方

面，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进融入日常生活，实现法制

教育的基础化和常态化。作为法制宣传的主体，大

学生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养成至关重要。大学生作

为特殊主体，肩负着祖国富强的神圣使命，在全面

依法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大学生法

制观念凸显时代的重要性。 

1. 加强大学生法制观念是新时代发展的需求 

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全面提升大学生素质。法

律素质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大学

生法治素养高低的重要标准。20 世纪 80 年代初，

高校侧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当时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还处于探索和恢复阶段，受教育等条件限

制，法学教育只是法学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课，在所

有大学生教育中并没有广泛涉及。目前，我国法学

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实现了法制建设的自主、自强，但是与西

方国家相比，我国法治教育还比较滞后，因此，加

强大学生法制观念教育，时代赋予其新的意义，是

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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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大学生法制观念是培养法治人才的需要 

大学生法制教育旨在通过大学生对法律知识

的学习，促进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形成依法维

权能力。从理性角度出发，大学生法制教育旨在认

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大学生了解社会和适应社会

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大学生法制观念的形

成是培养我国法治人才的需要。法制在国家政治制

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制与国家政治制度相辅相

成，从法制高度审视国家政治制度，有利于深刻理

解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背景和时代价值，

促进大学生认同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促进大学生法制观念形成，推进国家法治人

才的培养。 

二、大学生法制观念缺失的具体表现 

（一）对法律了解不够，法律意识有待加强 

为了全面了解大学生法制观念状况，本课题组

对辽宁省部分高校大学生法制观念状况进行了调

研。通过对调研数据的整理发现，大学生法律意识

不强，对法律及其相关制度了解不全面，缺乏自我

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调研数据显示，有 66.5%

的大学生可能偶尔阅读法律知识，13.5%的大学生

表示从不关注法律知识。关于是否对社会法律问题

有关注？有 53.8%的大学生表示从未关注过身边的

法律问题，77%的大学生从未订阅法律杂志，67.5%

的大学生不主动学习法律，也不查阅相关法律文献

资料，具体见表 1。 

 

表 1  大学生对法律的了解状况 

阅读法律知识 经常 偶尔 从未关注 

 20% 66.5% 13.5% 

关注社会法律问题 
经常 偶尔 从未关注 

17.9% 28.3% 53.8% 

订阅法律杂志 
很多 一些 从未订阅 

5.1% 17.9% 77% 

主动学习法律和查阅文献资料 
是 否 

32.5% 67.5% 

 

（二）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正确维权 

大学生法制观念淡薄，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因

为法律知识欠缺，并不能及时、有效、理性地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调研发现，有 83.4%的大学

生权益受到过侵害，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有 33%的

大学生通过法律进行维权，具体见表 2。大学生权

益受到侵害不能正确维权，长期以来其错误行为就

得不到纠正，相反却纵容行为人的行为，扭曲行为

人的价值观，危害大学生的生活环境。这种情况在

大学生中屡次发生，如马加爵杀害室友案、刘海洋

用火碱和硫酸伤害动物案、上海复旦大学林森浩投

毒案等。 

 

表 2  大学生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态度 

权益受侵是否有维权意识 总有 偶尔有 没有过 

 24.1% 10.9% 65% 

是否有过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 
有 没有 

83.4% 16.6% 

法律维权行为 
有 没有 没在意 

33% 47.6% 19.4% 

维权方式的选择 
相关机构 调解 没在意 

20.8% 55.8% 23.4% 

 

（三）运用法律维权能力有待提高 

在实际生活中，大学生运用法律维权的能力不

强。通过调研发现，71.8%的大学生法律意识不强，

有 10.5%的大学生甚至不知法不懂法，致使大学生

在处理问题时，53.8%的大学生表示不能确定其是

否具备相应的法律能力进行维权，有 10.4%的大学

生明确表示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关于能否关注新的

法律法规，高达 59.9%的大学生表示无所谓和完全

不关心，具体见表 3。 

 

表 3  大学生运用法律维权的能力状况 

处理问题的法律能力 肯定 不确定 没有 

 35.8% 53.8% 10.4% 

无法处理侵权问题的

原因 

不知法不懂法 法律意识不强 无所谓 

10.5% 71.8% 17.7% 

对新法律法规的关注 
及时关注 无所谓 完全不关心 

40.1% 30.7% 29.2% 

 

（四）缺乏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滞后 

目前，高校对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引导性不足，

大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法制经济”相脱离，无法实

现自我权益的维护。通过调研发现，高达 80.7%的

大学生法律观念不强，缺乏应有的法律意识，法学

专业以外的大学生有 72%的认为，其对法律的认知

程度不高。关于是否应该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有

87.2%的大学生认为很有必要对其加强法制教育，

具体见表 4。 

三、大学生法制观念缺失的原因 

（一）传统息诉文化的影响 

传统息诉文化对大学生法制观念的形成具有

消极作用。在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

形成了固有的统治方式和参与体制，统治方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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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轻“法治”，中央集权式的管理对社会的

统一安定和顺民意志极为苛刻。为了便于统治最大

限度地限制民众自由意志的表达，在文化上倡导

“仁”，行为准则要合乎“情理”。这种文化在法律

上具有“息诉”特征，排斥和厌恶诉讼行为，给个

人权利彰显没有留下空间。受传统息诉文化的影

响，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将法律看作是对社会成员

行为失范的惩罚与处置，而非保障自身权益的工

具。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缺乏对法律的全面系统

认识，认为法律与自己无关，自己不会触犯法律等

等，这些错误认识影响或限制了大学生法制观念的

培养，阻碍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 

 

表 4  大学生对法制观念加强的态度 

学校在法制宣传中的引导作用 到位 勉强 不到位 都不宣传 

 10.2% 60.8% 11.6% 17.4% 

是否有法律观念 
法律观念很强 一般 法律观念不强 

10.9% 8.4% 80.7% 

对加强大学生法制观念的看法 
很有必要 无所谓 没有必要 

87.2% 10.3% 2.5% 

大学生法律意识如何 
很好 一般 不行 

21.2% 15.5% 63.3% 

非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律的认知

程度 

极高 一般 极低 

28.0% 61.5% 10.5% 

 

（二）经济发展过程中负面现象的影响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

中对市场经济模式进行嵌入和改造，形成具有极具

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理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出现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市场资源流动的

效率性和选择性，促进了利益分化的两极性，加剧

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缺乏正确价值观的引导，

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导致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注重个

人利益的实现，致使在一段时间内拜金主义、物质

至上的思潮盛行，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在这种不良风气的鼓动下，大学生为了追求物质享

受，基本无视法律的存在，甚至从内心深处抵触法

律教育。例如近几年大学生犯罪率攀升，大学生犯

罪案件频繁见于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这就是

最好的证明。 

（三）法制环境的影响 

法律只有被认可和接受，公众才会自觉遵守，

进而得到公众的信任和尊重。自从我国提出依法治

国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针政策以来，

制定了一大批法律法规，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

的制度保障。但实践中，我国法律没有赋予大学生

参与法律的制定权，大学生对立法过程和立法结果

根本不了解，更没有主动了解法律动向的意愿。客

体游离于主体需求，主体就会成为被主体排斥和否

定的异化物[2]。通过调研发现，有 30.2%的学生认

为，法律与自己无关，不能为我们服务，法律不能

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不能克服这些错误认识，就

会严重影响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形成，侵蚀大学生正

确的法制观念。 

（四）学校法制教育缺失 

学校是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第一阵地和

主要场所。大学生法制观的形成离不开高校教育。

但在实际中，高校法制教学理念、课程设置和讲授

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教学理念和课程设计上，法

制教育缺乏系统、全面的规划，大学生只能获得碎

片化和较为肤浅的法律知识，并不利于从整体上指

导大学生法律价值观的形成。尤其在 2005 年教育

部“两课”改革之后，法律基础课程被归类于思想

道德课程体系中，丧失了原来的独立性。在课程设

置方面，课改后的课程以思想道德为核心，法律教

育课时被进一步压缩。更为主要的是，课改后并没

有为法律教育课配备专业的法学教师，经过调研发

现，大多数高校法律基础课都是由思想道德课教师兼

任，这就难免会出现法律教育课讲授不到位，影响大

学生法律教育成效，影响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形成。 

四、大学生法制观念培养策略 

（一）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大学生法制观念的培养与法制环境密切相关，

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大学生法制观念形成的外在因

素。法律是一种利益的调节工具和手段，法律在制

约和惩罚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对大学生的内心潜移

默化地进行引导，矫正其不良的法律观念。良好的

社会司法环境，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大学生树立法

律信心，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实现以人为本、

匡扶正义的法律诉求。为了从根本上加强社会法制

环境建设，习总书记反复强调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

重要功能，健全法制可以推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经过长时间的治理行动，全

国贪污腐败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显示了国家

依法治国和建立法治国家的决心。国家法制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进一步凸显法律的正气和法律自信，

大学生深刻体会到学法、知法、守法的重要性。可

见，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大学生自我权益维护的

需要，更是树立正确治国理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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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学校法律教育 

改革学校法律教育首先要改变观念，提升大学

生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和时代价值，充分意识到法制

教育在大学生自我完善和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要改革高校法制教育，提高高校法治教育实效性，

高校要以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为重点，树立正确

的法制观念，改变传统法制教育只停留在法律知识

讲解层面上的情况，毕竟法律知识的传授只是手

段，只有法律知识内化为法律观念，外化为守法和

正确运用法律行为，法制教育的最终目的才能达

到。对此，大学生的学法意识也要进行转变，摒弃

传统息诉文化和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正

确认识法律重要性，在法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学习

为主动学习，不再将法律学习视为获取学分的基础

课，有一种强迫感和无奈感。要认识到法制是美好

社会的必备条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

求，更是现代合格公民的基本素养。 

（三）加强个人道德素养 

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道德是最高层次的法

律。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

止和谴责的行为。道德是评判法律好坏的重要标

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对道德的期待

和要求更为严格。这就决定了个人的道德培养在社

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修身、齐

家”的道德品质不仅可以固化为对法律的遵守，更

可以将“治国、平天下”作为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而这一道德素养要求，成为新时代大学生法制观念

教育发展的需求和培养法治中国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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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在公寓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的自律委员会，并指导学生开展集教育与娱乐于一体

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

统节日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孝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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