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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给高校法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它不仅引领了高校优化人才培养目标，

为法治教育提供坚实支撑，还推动着高校法治育人方式的改革创新。为了进一步优化高校法治教育，本

文从明确法治育人目标、创新法治育人方式、丰富法治育人载体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些策略的实施

将有助于提升高校法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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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it provides important value guidance for the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not only leads universities to optimize the goal of tal-
ent training, provides solid support for the rule of law education, but also promote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education methods in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aspects: clarifying the goal of rule of law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0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03
https://www.hanspub.org/


陈蕾 
 

 

DOI: 10.12677/ae.2024.14112103 605 教育进展 
 

education, innovating the way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and enriching the carrier of rule of law educa-
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 strong talent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comprehensively gov-
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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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全民

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得到了有效提升。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培养学生法治素养、形成法治观念

的重要途径，强化大学生法治教育，不仅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迫切要求。因此，高校要不断加强法治教育工作，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塑造完整的法治人格，

培养有能力承担起法治中国建设重任和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的价值指引 

2.1. 引领高校优化人才培养目标 

响应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需求。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1]，这一理念深刻揭示了

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树立

法治意识，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2]。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

接班人，承担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责任。因此，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其法治教育直接关系

到国家法治建设的未来。聚焦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高校要始终把服务大局作为教育的根本导向，这

就要求我们通过加强法治教育，培养出一批批具有法治精神和法治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全面依法

治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这不仅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需求，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3]，

要自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道德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道德的保障，二者有机地统一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也彰

显了对道德的重视和引导，这种结合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视角。因此，

将全面依法治国基本要求融入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中，培养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又具备坚定

的法治信仰和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又有高尚道德情操的高素质人才，才能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

面进步。 

2.2. 为高校法治教育提供坚实的支撑 

提供全面的理论支撑。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丰富的内

涵和深刻的思想为高校法治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首先，明确了法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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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有助于高校在法治教育中确立正确的政治方

向和价值取向，确保教育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发展要求。同时，也要求高校在法治教育

过程中注重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其次，全面依法治国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等，这些都是高校法治教育的基石内容。

将这些内容贯穿于高校法治教育中，有助于夯实法治教育的理论支撑，培养大学生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

义务的能力，提高其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 
提供深邃的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统一[4]。首先，在方法论上，始终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结

合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以系统思维方法来指导高校开展法治教育。这就不仅要求高校在法治教育

中要注重法律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法治思维和能力的培养，还强调法治教育与其他学科领域的融

合，共同推进法治教育的深入发展。其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也为高校法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导。高校法治教育要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同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法治教育模式和方法。这有助于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又符合

中国实际的法治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2.3. 推动高校法治育人方式改革创新 

完善法治教育课程体系。2020 年 7 月，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

意见》，强调把法治作为学校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式，把法治工作融入、贯穿学校工作全过程和各

方面，为高校开展法治教育提供目标导向。然而在传统的法治教育中，往往侧重于法律知识的传授和法

理分析的能力，相对忽视了法治精神和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大学生作为法治国家强有力的建设者和推

动者，需要培育和养成良好的法治思维，提升法治思维能力和运用能力，这就对高校优化法治教育课程

体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高校需要更加明确地构建包含法律知识、法治精神、法律职业道德等多元内容

的课程体系，切实推动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同时，还需要跨学科融合教学，引入哲学、政

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内容，从多角度深化学生对法治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推动法治实践教育创新。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更好地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强调良法善治，

这对高校法治教育提出了深层要求，要注重法治教育的实践导向，强调法治教育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紧跟时代步伐。高校法治教育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鼓励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

践教学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法律的理解，提高他们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

教学方法改革有助于提升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出既能掌握法律知识，又能应对现实生活法

律问题的法治人才。此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立场，高校法治教育要关注人民的

法治需求，强调法治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不仅体现了教育公平和普及的原则，也是响应全面依法治国

战略、培养法治人才、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举措。 
综上所述，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不仅为优化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法治教育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还为推动高校法治教育实践创新与改进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因

此，高校要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任务，推动法治教育工作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3.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的优化策略 

3.1. 强化目标引领，明确法治育人目标 

掌握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首先，学习法律知识是塑造法治观念的前提与基础。高校法治教育

的基础性工作在于法律知识教育，大学生需要系统学习基础法律知识，了解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掌握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03


陈蕾 
 

 

DOI: 10.12677/ae.2024.14112103 607 教育进展 
 

法律条文和法律解释的方法。同时，他们还需要学会运用法律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法律技能，

培养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为成为法律的明白人打下基础。其次，塑造法治观念是高校

法治教育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大学生不仅要学习基础法律知识，还要深刻理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

要求，理解和接受法律的权威性，认识到法治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重要性，形成尊重法律、信仰法

律、遵守法律的意识，牢固树立法治观念。 
参与法治实践，提升法治素养。学生要养成良好法学素养，首先要打牢法学基础知识，同时要强化

法学实践教学[5]。法治素养是法治知识与观念、法治行为与习惯、法治情感与信仰的综合体，是一个人

所具备的法治品格和能力。大学生应积极参与模拟法庭、法律援助、纠纷调解等实践活动，通过案例分

析、实际操作、角色扮演等方式，注重将法治理念融入社会实践中。与此同时，大学生还可以利用假期

深入社区、农村等基层地区开展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解答法律咨询等方式向群众普

及法律知识，参与法治宣讲活动，提高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通过切身参与法治实践活动，深入

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实质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将法治意识转化为法治行为，形成“学法、

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 
培养法治思维，强化法治信仰。法治思维是指以法治价值和法治精神为导向，运用法律原则、法律

规则、法律方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6]。高校法治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强化

法治信仰。教育引导大学生将法治精神、法治理念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去，在遇到问题和处理纠纷时，

能够树立正确的法律权利与义务观念，学会运用法治思维进行分析和判断。法治思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

引导学生形成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自觉意识，培养法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对法治的信仰和尊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和重大任务，强调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

拥护和真诚信仰。因此，高校通过强化法治教育，培养的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3.2. 注重方法指导，创新法治育人方式 

坚持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相统一。长期以来，高校的法治教育都隶属于道德教育的子系统，相较于

道德教育而言，尚处于相对欠缺、对比失衡的状态。《决定》中明确提出“既要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

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这给高校法治教育提供了方法指导和目标指引。要实现法治教育和道德

教育的同频共振、同向同行，一方面要遵循大学生成长规律、法治观念形成规律，以课堂为主渠道，重

视法治教育的独立属性和学科特性，开设法学相关课程，以法治知识和法治观念融合教育为核心内容，

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升法治素养。另一方面，强化道德教育对法治教育的支撑

作用，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效应，将法治教育渗透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确保

学生全面理解法治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坚持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统一。首先，高校应根据大学生专业的特点和职业发展需求，完善课程

体系，将法治教育纳入到教育全过程。以医学院校为例，可以增设卫生法规相关课程，如《医事法学》

《医学法律基础》《医疗法规与伦理》等。同时，还可以在专业课程建设中深入挖掘和融入法治元素和

法治资源，如在《解剖学》课程中介绍遗体捐献和器官移植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与思政课程、法律课

程的协同效应。其次，高校还应积极拓展实践教学方式，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增强学生的法

治意识和实践能力。比如，开展模拟法庭、法律咨询服务等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参与法律的运用和执

行过程，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坚持理论灌输和价值引领相统一。理论灌输是高校法治教育的基石，通过系统讲授法学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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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法律知识、法治原则等，为学生构建完整的法律知识框架，使他们能够准确理解法律条文，掌握法

律逻辑，为后续深入学习和实践打下坚实基础。然而，仅仅理论灌输是远远不够的，高校还需要通过价

值引领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积极向上的法治观念和道德观念。价值引领强调法治不仅

仅是一套规则体系，更是一种精神追求和文化传承。例如，在讲解法律知识时，结合具体的法律案例和

道德情境，帮助学生理解法律知识背后的价值内涵，培养他们的价值判断能力和道德责任感，使他们在

掌握法律知识的同时，也能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良好法治素养的人才。 

3.3. 优化法治环境，丰富法治育人载体 

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法治氛围。高校各育人主体要发挥协同育人效应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

共同搭建法治文化长廊、法治宣传栏、法治宣讲团、普法小剧场等法治育人载体，积极营造浓厚的法治

文化氛围。形式内容要涵盖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弘扬法治精神，为师生提供沉浸式法治

学习阵地，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高校要善用各种重要节日开展法治宣传活动。以国家宪法日、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等法治节日为契机，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法治宣传活动。通过举办法

治文化节、法治知识竞赛、法治演讲比赛等活动，激发学生的法治热情和参与度。同时，还要巧用与学

生未来职业相关的节日，比如与医学生相关的节日有中国医师节、国际护士节等，进而加强对医疗卫生

法律法规的宣传，激发医学生依法执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拓展育人空间，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课堂是法治教育的主渠道，教师应成为法治教育的引领者，

通过积极探索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丰富教学方式和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

论，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法治精神。通过案例教学、实务课程、模拟法庭、实验实践教学等，强化学

生知识运用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实现启智润心，提升法治育人的教学实效。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网

络教学平台等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加便捷的学习资源和途径。此外，高校还可以开展校企合作，将其与法

治教育相结合，邀请法学专家、律师等业界人士来校讲座，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法治视野；与法院、检

察院、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务部门开展合作，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法律实践，共同推进法治教育；与社区、

企业等社会各界建立联系，开展法治宣传和教育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提升大学生的

法治素养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优化师资队伍，提升法治教学水平。高校首先应加大引进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力度，优化师资结

构，提高整体教学质量和水平。通过公开招聘、人才引进等方式，吸引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熟悉职业法

律法规的优秀人才加入法律教学队伍。同时，要注重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从业者，他们可以将

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加生动、实用的教学内容。其次，高校还应定期组织教师参

加法治素养培训。通过组织教师参加法律进修班、研讨会、专题讲座等活动，提升教师的法律理论水平

和法律教学能力。还应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多种教学

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在线课程、虚拟仿真实验室等，

丰富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果。最后，高校应建立完善的法治教学评价体系，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

的学习成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制定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对在法治教育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学

生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 结语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下，高校法治教育承载着培养未来法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其价值

与意义不言而喻。通过深入探讨全面依法治国对高校法治教育的价值指引及优化策略，我们不难发现，

这一伟大实践不仅为高校法治教育指明了方向，更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在未来的发展中，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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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继续深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理解和实践，不断推动法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为法治国家的建设贡

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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