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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育路径 

——以武昌理工学院为例 

吕西萍
1
 

(武昌理工学院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当代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法治思维状况，直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和法

治中国建设。本文以武昌理工学院这所有影响力的民办高校为例，精心设计调查问卷，获取大学生法治思维状况的

第一手数据资料，对之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民办高校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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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法治思维是以法治为价值追求和以法治规范为基本遵循来思考问题、指导行动的一种思维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并将其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法治建设贯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以统筹谋划。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既要立足当前，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又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

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韩非子·有度》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

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坚力量。因此只

有高度重视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育，使大学生尊法学法用法守法，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顺利实现。 

1 民办高校大学生法治思维状况调查 

为深入了解民办高校大学生的法治思维状况，该课题组以武昌理工学院这所有影响力的民办高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依据

法治思维的相关内容，精心设计了调查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该校本、专科层次的 600 名学生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发放调查问卷 6000份，收回有效问卷 5886份，有效回收率达 98.1%。 

1.1问卷调查情况 

此次问卷调查内容共设置 10个问题，分别从法律知识习得方式、法治作用、法治思维形成三个方面对被调查者进行调查。

在回收的问卷中，研究样本的组成结构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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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问卷调查情况 

项目 分类 人数 比例 分类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3000 50.97% 女 2886 49.03% 

学科背景 

理工 2186 72.87% 理工 126 4.37% 

文法商 814 27.13% 文法商 2760 95.63% 

学历层次 

本科 2165 72.17% 本科 2068 71.66% 

专科 835 27.83% 专科 818 28.34% 

 

1.2调查结果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当前我国民办高校大学生整体法治思维水平不高。其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2.1法律知识习得方式较为碎片化 

法律知识是法治思维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法治思维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如调查“你对法律的习得方式”时，41.3%的学生

选择《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7.6%的学生选择《电视法治栏目》,19.8%的学生选择《法律电影》,1.3%的学生选择其他；

再如调查“你对宪法和法律内容的了解程度”时，25.3%的学生选择“非常了解”,32.8%的学生选择“了解”,34.5%的学生选择

“一般”,7.4%的学生选择“不了解”。 

1.2.2对法治的作用认识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善治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还蕴含

着以公正为生命线的法治精神。如调查“应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时，52.6%的学生选择“法治”,22.8%的学生选择“德

治”,16.6%的学生选择“德法合治”,8%的学生选择“其他”;如调查“法治对国家发展重要吗”,32.6%的学生选择“至关重

要”,28.9%的学生选择“重要”,29.7%的学生选择“一般”,8.6%的学生选择“不重要”。 

1.2.3法治思维的整体水平不高 

法治思维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模式。如调查“法律与大学生自身的关系”时，32.5%的学

生选择“非常密切”,38.7%的学生选择“密切”,20.7%的学生选择“一般”,8.1%的学生选择“可有可无”;再比如调查“当你

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你寻求哪种方式维护你的合法权益”时，45.8%的学生选择“法律”,12.8%的学生选择“权力”,18.9%

的学生选择“武力”,22.5%的学生选择“默默忍受”。 

2 从学校层面分析民办高校大学生法治思维缺失的成因 

2.1学校缺乏法治思维培育的顶层设计 

目前在民办高校中，主要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法治思维培育的主要途径。2018 年新修订《思想道德修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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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教材共分六章，其中前五章为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第六章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即法律基础的内容，此章包含六

个小节内容，即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与运行、以宪法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培养法治思维及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通过此章内容的学习，使大学生理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道路的精髓，增进法治意识，养成法治思维，更好地行使法律权利和履行法律义务。但在授课过程中，

这部分内容并未受到高度重视，课时不足 10课时。由此折射出学校对学生法治思维的培育重视程度不够，缺乏顶层设计。 

2.2法治思维培育主体的专业素质较差 

目前，民办高校大学法治思维培育的效果不尽人意，与培育主体的专业素质有很大关系。法治思维的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首相要求培育主体应掌握系统的法学理论知识与司法实践经验，具备运用法治思维分析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矛盾与纠纷

的能力。然而在实践中，思政课教师是培育大学生法治思维的骨干力量，其中还有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辅导员和党务干部也承

担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授课任务。他们即没有接受过系统法律知识熏陶，也没有运用法律处理过司法实践中

的纠纷，其自身的法律素养也不高。 

2.3法治思维培育路径单一 

目前高校重要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作为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的主要路径。该课程是公共基础课，也是大

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以武昌理工学院为例，该课程开设在大二第一学期，48 学时，3 个学分。该课程法律基础内容的教学仅

仅只有 8 学时。同时该课程教学方式也较为简单，比如有个别教师采取注释法，即对我国《宪法》《民法典》《刑法》等法律条

文，进行解释的方式传授法律基础知识；有些老师采取播放视频案例的方式讲解法律基础知识；还有个别教师采取照本宣科方

式传授法律基础知识，致使大多数学生对该课程缺乏兴趣，其学习效果也令人堪忧。可见高校忽视了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育，

这是根本上造成大学生法治思维较为淡薄的主要原因。 

3 培育大学生法治思维的有效路径 

当代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以武昌理工学院为视角，探讨培育大学生法治思维的有效路径。 

3.1做好法治思维培育的顶层设计 

武昌理工学院作为民办高校，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和后备干部的重任，摈弃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树立宪

法和法律至上的观点。正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言：“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

在公民的内心里。”因此该校作出如下顶层设计：一是在学校网站、校报、学校宣传栏等媒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营造法

治培育的氛围；二是通过举办全校师生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拓宽法治思维培育的渠道；三是面对全校学生广泛开设“以案说

法”等法治思维培育课程；四是充分发挥法学专业教师在法治思维培育中的作用，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

由思政课教师与法学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通过以上顶层设计策略，引导大学生尊法学法用法守法护法，使他们形成较强的

法治思维，即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主动将法律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武昌理工学院的智慧和力量。 

3.2推进法治教育课程改革 

武昌理工学院充分考虑在校大学生的自身特点与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法治教育课程的内容、方法与渠道，从而增

强法治教育课程的实效性。 

3.2.1丰富法治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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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思维，武昌理工学院丰富法治教学内容，开设了必修课《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律基础》,增设了专业选

修课《商法》《经济法》《国际商法》《知识产权法》《会计法规》《建筑法规》等课程，同时在全校人文通识课中开设了《以案说

法》《电子商务法》《合同法》等法治教育课程。比如笔者在全校开设《以案说法》,学生选课的热情极为高涨，每学期选课人数

都突破了学校规定的限额。通过开设以上课程，使大学生将法理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2.2改进法治教学方法 

武昌理工学院实施成功素质教育，积极推行“开发·内化·创新”教学模式。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思维，在课堂教学活

动中，改变了传统的填鸭式的满堂灌的法治教学方法。一方面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法，以案说法、由法析案。即以视频的方式播

放案例，在播放案例前，授课教师约法三章：认真看、仔细想、大胆说。通过运用视频案例教学法，使大学生非常直观地了解

案件事实，而且他们也领略到公安干警、检察官、法官、律师这些法律专业人士对案件的分析与处理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让

大学生谈此案的看法，从而促使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形成。另一方面，采取互动法提高学习效果。在观看完视频案例后，授课老

师将学生进行分组，围绕案例中的焦点问题由各小组同学展开讨论。讨论结束后，每组派出一名同学公开展示小组讨论的结论。 

授课老师在充分了解学生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结合此案系统讲解法学理论，进一步使学生巩固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2.3拓展法治教育渠道 

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思维，武昌理工学院拓展法治教育渠道。主要有如下方式：一是组织法律知识竞赛、辩论赛，使学

生有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提高学法兴趣，全方位了解我国法律内容。二是开展法治教育系列讲座，利用节假日期间邀请法学

专家、知名律师、法官、检察官来校举办讲座，丰富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三是组织法学系学生举办模拟法庭活动，动员全校学

生观摩、学习，使大学生在具体案件学习法律知识，培养法治思维。四是发挥法律协会等社团组织的作用，为大学生提供法律

咨询，增强大学生创业创新的法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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