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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法治观念和 

规则意识养成研究 

——以四川大学锦江学院为例 

张茜
1
 

(四川大学 锦江学院,四川 彭山 620860) 

【摘 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大学生是未来各行各业的生

力军,是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力量。因此,培养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至关重要。本文采取问卷调查

和访谈的方式,从分析大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现状入手,进而思考新时代如何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规则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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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大学生是未来各行各业的生力军,是推进

“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水平,将对我国社会进步乃至中国梦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此,笔者对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在校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采取网络调查的方式,共收回有效问卷 408份,包括一、

二、三、四年级的学生;此外,笔者还对部分学生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进行了访谈。 

1 民办高校大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现状 

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包含四个层次:第一,对法律和规则的认知,即是否了解法律和规则;第二,对法律和规则的认同,即在法

律和规则价值取向方面的认可;第三,对法律和规则的遵守,即具有遵守法律和规则的愿望和习惯;第四,对法律和规则的信仰,即

使外在的法律和规则转化为人的素质。 

1.1部分大学生对法律和规则的认知程度较低 

大学生拥有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前提是对法律和规则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学生对法律和规则的认知

程度较低。笔者在与学生的交谈过程中了解到,大部分学生并没有阅读过《大学生日常生活手册》,而只有极少部分的学生对其

中的校纪校规有一定的了解。在对“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问题的回答中,只有 24.75%的学生选择的是“不满 14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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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达 50.49%的学生选择的是“不满 12周岁”,另外 18.63%和 6.13%的学生分别选择的是“不满 16周岁”和“不满 18周岁”。

对于“你了解《劳动法》吗”的调查中,接受调查的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四学生,他们选择“一点也不了解”和“了解一些”的比

例分别是 23.4%和 76.6%,而没有学生选择“非常清楚”。在“你对自己掌握法治知识程度的评价”问题的回答中,只有 3.19%的

学生选择的是“丰富”,而 35.05%和 61.76%的学生分别选择的是“匮乏”和“一般”。 

对于不同的规则,学生的认知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你最熟悉的规则”问题的调查中,50%的学生表示自己最熟悉的规

则是“学校管理制度”,而 13.73%和 36.27%的学生分别表示“法律法规”和“公民道德规范”是自己最熟悉的规则。 

1.2部分大学生对法律和规则的认知和认同不协调 

在“对个人而言,你认为规则最重要的价值”的问题中,63.97%的学生选择的是“赋予公民自由的尺度”,36.03%的学生选

择的是“约束公民行为”。对于“规则都是合理的”这个问题的回答,6.13%和 57.11%的学生表示“完全同意”或“基本同意”,

而 21.32%和 15.44%的学生则分别表达出“基本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部分学生虽然对法律和规则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这不表示他们对法律和规则是认可的。 

1.3部分大学生对法律和规则的认同和遵守脱节 

大学生对法律和规则的认同和遵守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即大学生虽然知道法律和规则存在的重要性,但是却不能严格的遵

守。在关于“大学生应当无条件服从规则”问题的回答中,6.62%的学生表示“完全同意”,38.97%的学生表示“基本同意”,而

高达 33.33%和 21.08%的学生分别表示“基本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在“完全同意”“违反规则应当受到处罚”的学生中,

只有 65.77%的学生表示“从来没有”“闯红灯”,而其余的学生或多或少都闯过红灯。从这里这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违反规则

的原因不在于不知,而是当规则和自身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倾向于选择后者。 

1.4部分大学生没有形成对法律和规则的信仰 

部分学生虽然遵守法律和规则,但并不是自己主动地、发自内心地想要去遵守,而只是被动地、迫于无奈地遵守。在“规则

限制我的行动自由”问题的回答中,有 10.54%和 43.14%的学生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和“基本不同意”,而 39.22%和 7.11%的

学生则分别表示“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这一观点。遵守法律和规则对于部分学生而言,仅仅是因为外在强制的因素,而并

不是在实践过程中把法律和规则内化为一种需求。 

2 民办高校大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状况的原因分析 

2.1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 

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衍生出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处于这种文化状态下的人们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契约

精神都相对比较淡薄。在“你认为大学生规则意识培育的阻力最主要来自于什么”的调查中,46.08%和 15.44%的学生分别表

示,“社会不良风气横行”和“传统人情文化根深蒂固”是大学生规则意识培育的主要阻力。社会上大到贪污腐败、行贿受贿、

偷税漏税、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小到不讲诚信、闯红灯、过马路不走斑马线等不遵守法律和规则的现象时有发生,形成了不良

的社会风气。同时,在信息碎片化的自媒体时代里,各种媒体对这些不良现象给予了大量的报道,继而通过互联网急速激发的情绪,

从而使大学生看待问题的方式比较片面,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法律和规则的信任,影响了他们对法律和规则的信

仰。 

2.2学校教育重视道德教育而忽视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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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你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多项选择)”问题的调查中,学生选择“学校教育”和“新媒体(网络、电子期刊

等)”的比例较大,分别为 81.62%和 80.88%。在与部分学生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可以说是在校大学生了解法律知识最重要的途径。然而事实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本

身的重点并不在于法律知识方面。部分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指出,本门课程由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部分组成,而教师在实

际授课时基本上是以前者为主,后者则并不作为重点讲授内容。 

2.3家庭教育不到位 

我们经常提到要“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然而,家庭教育强调最多的还是智育,也

就是说部分家长在实际生活中只关心孩子的考试成绩,而对孩子德育方面的培养关心较少,不注重树立孩子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

识。此外,一些家长自身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比较薄弱,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反而给孩子树立了不遵守法律和规则的“榜样”。 

2.4大学生认知误区引起 

随着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社会法治进程不断推进,“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得到彰显和强化。然而,一部分人并没有真正理解

“以人为本”的内涵,只是简单地认为“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为中心。这种思想在大学生中的突出表现就是过分强调自我和个

人利益。他们漠视他人的权利,甚至为了实现自身的权利而不惜侵犯别人的权利。 

3 加强当代民办高校大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教育的途径 

3.1发挥社会教育的作用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要积极发挥社会教育在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养成中的作用。一方面,在社会中要形成遵守法律和规则的

良好氛围。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进而用规章制度约束市场行为。同时,各项制度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增强依法执政

能力,杜绝“潜规则”“暗箱操作”“钱权交易”等现象。另一方面,规范媒体的行为。如今是自媒体时代,各类媒体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出来,有些媒体为博得眼球,竟对某些新闻未加以考究就予以发表,这严重污染了舆论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大学生

的判断。 

3.2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原生家庭是大学生成长成人的摇篮,家庭氛围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树立大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就

要积极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如今大学生多为 95 后、00 后,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传统的灌输方式已经不再可行,父母和家人可

用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孩子进行遵纪守法、孝敬长辈、尊敬师长等方面的教育,让他们对其中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有

充分的认识,进而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积极遵守,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3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 

3.3.1加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理论教育 

大学生的理论教育是其养成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最初阶段。笔者认为学校理论教育可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以达到更优的

效果。以往学校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养成主要通过新生入学教育、主题班会和相关主题报告以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课程,并且以老师讲授为主,方式较为传统。面对活泼的 95 后、00 后,这种教育方式可进行适当调整。如在“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涉及法治和规则相关的部分,可组织学生参加法院庭审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去感受法律和规则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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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课程讲授过程中,老师也可把法条和现实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更加生动、直观地了解法律条文。 

3.3.2以党团活动为载体,加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培育 

根据调查显示,有 82%的学生认为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培育可在党团活动中进行。党团组织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

同时党团活动生动有趣,因此可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培养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我校可利用党支部活动、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团组织活动等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培育。党员和优秀团员要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以积极的方式

带动其他同学学习法律知识、培养法治意识、提升法治实践的能力。 

4 结论 

综上,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状况不仅关系到大学生个人能否实现全面发展,而且更关系到未来社会能否得以良性运

行。大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培育既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新时代高校学生管理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

容。因此,我们理应重视增强大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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