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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方法探究 

——以乐山师范学院为例 

谭妙
1
 

(乐山师范学院 旅游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摘 要】：高校辅导员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既要迎接学生管理和教育工作上的新挑战，更应在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上做好使命与责任的担当。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做到社会舆论发展动向的密切关注，结合少数民族

学生自身特点，能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素养，培养法律意识。不仅是辅

导员的责任担当，也为国家统一团结、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以乐山师范学

院为例，在复杂国际形势背景下，以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律认识现状为基础，研究一系列有效可行的教育方法，

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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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意义 

1.1提供可行且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 

大学期间是少数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高校辅导员应该了解当下的社会问题，理解

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满足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心理发展要求，使少数民族大学生积极学习法律，并不断改善

法律意识。 

1.2促进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完成 

加强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和谐校园，是高校辅导员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课题。主要课题是强化大学生的

法制教育、强化遵纪守法的概念、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因此，学生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应通过高校辅导员的思想政治

教育来贯穿和实现。 

1.3加快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 

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促进法治进程的概念向导是法律意识。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我国和民族地区未来发展的

中流砥柱，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律认识对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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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综合素质的提升 

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律认识修养，对改善他们的整体素质和日常行动规范大有帮助。他们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将

认识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统一的光荣使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都回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领域工作，为少数民族地

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地区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 

2 乐山师范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 

乐山师范学院在校生 18000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1446人。基于前期辅导员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有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问

题，重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对高校辅导员管理工作有针对性、高效率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1法律意识有关的课程学习课时不够、课程缺乏吸引性 

乐山师范学院目前开设与法律相关的公共必修课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的学习仅在大一期间。本课程总共有六大章，22 个小节；与法律意识有关的学习集中在第六章。由于该课程课时安排有限，在

课程讲授过程中，学生更多接收的是纯理论知识的讲解，结合大学生实际案例的讲解较少，课堂互动性低，校外实践教学活动

覆盖面有限。学习内容上，和大学生生活相关的《民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的内容涉及较少，学生的学习兴趣度总体不高。《形

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虽贯穿于大一、大二、大三阶段，教学内容也紧跟国内外时事政治，对学生法治教育，特别是法律意识

的培养具有启发式的意义，但由于该课程欠缺法律知识的专业性，所以学生不能得到法律知识系统的学习。 

2.2辅导员法治教育工作开展缺乏系统性、创新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90后、00后”大学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学生的特点。在家庭教育和生活环境影响下，以自我为中心、

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在他们身上凸显。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疫情期间，大量的积极的和消极的，进步的和落后

的网络信息在学生面前同时出现。因此，对于高校辅导员来说，尊重学生的多样性，及时准确地掌握学生的情况，因时、因地、

因人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是学生管理工作实施的关键。按照以往统一式的法制化教学管理模式，难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

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化，以及不同学生群体的特点和情况，高校辅导员在法制教育管理工作中必须坚持与时俱

进和差异性的原则，灵活性、有针对性的创新工作方法。 

2.3网络媒介的不良传播对大学生存在负面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同学们通过网络社交工具了解和传播信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谣言的散播者。同时，复杂多变的

网络传播环境对宣传法律内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生接触网络信息且缺乏法律知识了解时，恶意利用负面信息的扩散，将严

重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今天网络通信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的法律制度基本完善，法律体

系基本健全，但仍存在着特殊情况。例如，网络暴力、金融诈骗犯罪类问题等。二是破坏法治主义氛围的网络恶性信息的扩散

和网络犯罪。例如，网络传销、虚假信息等。三是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必须严格控制，但不能被

切断。要正确指导网民的言行举止，构筑充满法律氛围的网络。 

2.4受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因素的影响，学生法律意识理论性不强 

从中国国际电视台播出的《中国新疆，反恐前沿》《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

三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语言、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不同，在对问题和处理方法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些代沟影响较为明显的就是法律意识的淡薄，很容易受到鼓动和操作。少数民族大学生犯罪一发生，学校和社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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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很大的危害。因此，提高少数大学学生的法律意识刻不容缓。 

3 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方法分析 

3.1改进辅导员法制教育模式，融入民族特色性 

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力量，要紧跟时代的步伐，结合国家社会环境的情况，灵活性与创造性地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辅导员应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结合自身利益的法律知识需求，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重点围绕《宪

法》《民法典》《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方面开展主题班会学习。同时，在主题学习中，应采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

形式。比如，在国家宪法日举行大学生成人仪式，加强大学生的社会融入感，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定期开展法

律主题班会，比如观看《民法典》法律讲座，举办知识竞赛、法律辩论赛等大学生乐于参与的形式，让他们在参与中潜移默化

的受到法律的熏陶，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此外，在教育内容上根据不同的专业讲授不同的法律专业知识，以满足大学生的实

际需要，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比如旅游学院的辅导员，结合专业特色，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红色元素，

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了解家乡当地的红色历史和红色经典，通过组织红色宣讲团、校史馆讲解、红色经典实地参观等让思政课

更鲜活和直观。 

3.2辅导员日常管理工作中，发挥好导向和引导作用 

辅导员应通过具体的学生管理活动来实现法制教育的功能。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奖助学金的评定。在过程中，辅导员通

过周期会、班会、班级 QQ群向学生传达评定条件和方法，并按照相关规定严格评定程序。让学生参与并监督整个过程的实现，

可为学生提供机会直接体验和实践程序的正义价值和法治，提升法律意识。二是严格考风考纪。辅导员可将法制教育与考风纪

律性教育相结合，通过主题班会、个人对话等形式，牢牢维护考试纪律性，使学生树立尊重考试纪律性，培养遵纪守法的良好

素质。三是作为学生党支部书记，在确定发展对象等环节，严格按照学校和学院的评定办法，公开公平开展每一步评定程序并

及时进行公示。同时，在支部管理中，支部学生党员特别是优秀的少数民族党员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疫情防控期间，

通过学院官微及时发布支部学生党员在一线志愿服务的推文，待学生返校后，通过志愿服务宣讲等形式，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

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 

3.3发挥网络新媒体的育人作用 

在线学习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因此网络是法律意识培养不可忽视的一种方式。易班、学校

官微和各教学院的微信公众号都是乐山师范学院的网络传播法律知识、营造法制氛围，培养法律意识现有的平台。教学院可以

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不同情况，在易班、学院微信公众号等成立一个法律知识交流互动平台，设置专栏，结合法律规定和民族

风俗，定期更新法律知识，根据大学生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发布专栏，促进各民族学生共同交流和学习。同时，要完善监督

体系，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4 结论 

面对乐山师范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法律意识较为薄弱的现状，各年级辅导员在日常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基础上，通过网络

主题学习、组织活动等方式传播法律知识，营造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对提高少数民族大学

生法律素养能力、丰富校园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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