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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教育体制缺陷、社会环境制约和家庭背景影响等，这

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的进步。通过分析西南政法大学法治教育的创新实践经验，从而获

得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即高校法治教育在新时代需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创新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和环

境，汇聚社会、高校与学生三方的共同力量，形成协同育人的机制，从而确保高校法治教育能够持续、

稳定且有效地发展，为培养具有高度法治素养的新时代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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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defect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social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y analysing the inno-
vativ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we can gain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that is, the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be problem-oriented, and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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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concepts, contents, methods and environments, it can bring together the strengths of 
the socie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students to form a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ve edu-
ca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be sustained, 
stabilized and effectively developed,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ew-age talents 
with a high degree of rule of law literacy. This will ensure the sustainable, stable and effective de-
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
vating talents with a high degree of rule of law literac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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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十大报告指出“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1]，我国始终坚持并将法治教育融入国民教育

体系的方针，这彰显了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教育的重要地位。进入新时代，我国越来越重视对公民的法治

教育，旨在全面提升国民的法治素养，培育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优秀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且也致力

于营造优良的法治氛围，从而加速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重视并加强大学生法

治教育，对于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法治思维能力提升、法制素养提高，以及法制社会形成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2]，均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2.1. 法治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2.1.1. 法治教育的内涵与外延 
法治教育是培养公民法治素养和提升公民社会责任感的教育过程，通过传授系统的法律知识和培养

公民的法治观念，培养公民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和应用法律的能力，这一过程不仅包括法律法规的背诵，

还包括对法治精神的理解，即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权利义务的互惠性和程序的规范性。从外延的角

度来看，法治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各个阶段，从基础教育阶段的培养基本法治意识，到高等教育

阶段的加强专业法律知识和训练法治思维，再到社会的宣传，包括课堂讲座、案例分析、诉讼法庭、社

区法治活动等多种形式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从而促进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2.1.2. 新时代对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新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法治被赋予了更加深刻和更加迫切的使命。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推进，

国家对高素质法治人才的需要也日益增加，这就要求大学生不仅要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而且还要有坚

定的法治信念和卓越的法治实践能力。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需要具备全球化的法律思维视野，

才能够适应不用司法管辖区域和参加国际法事务。这就意味着法治教育要与更多的国际法和比较法相结

合，从而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目前的网络社会和多元文化环境日益复杂，大学生应增强法治意识，善

于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这离不开与时俱进的法治教育，所以要加

大网络法规的教学比例，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新时代的法治教育要求大学生在法治教育中既要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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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培养也要注重法治素养的培养，强调二者协同发展，这样才能促使大学生成为道德高尚、法制素养

优秀的新时代好青年。所以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法治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机结合，通过案例教学、

实践活动等教学形式，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法治精神和伦理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2.2. 教育理论支撑 

2.2.1. 库伯“体验式学习理论”及其对法治教育的启示 
库伯的“经验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包括具体体验，反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和

主动实验这四个阶段[3]。这一理论启示我们在法治教育中应该要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创设真实的法律情

境，让学生从中获取经验，从而学习法律知识和技能。例如在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教学当中，学

生可以扮演不同的法律角色，参与到案件的审理和解决当中，从而更加深入地去理解法律法规和法律程

序。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还能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达到培养

法律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效果。体验式学习理论还强调反思的重要性，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实践之后反思

经验和教训，从而把实践经验内化为理论，用理论来指导未来的实践。 

2.2.2. 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在法治教育中的应用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强调学习知识的最佳方式是发现学习。发现学习是指以培养探究性思维

方法为目标，学生利用教材或教师提供的条件自己独立思考，自行发现知识，掌握原理和规律的学习方

式。这一理论在法治教育中的应用体现在引导学生积极探索和发现法律知识，例如教师在课堂上设置开

放型的法律案例和问题，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者案例分析来独立探索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大仙

法律原则和应用逻辑。通过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还能激发学生

学习的内在动力，增强其主观能动性。发展学习理论同样也强调知识结构的重要性，教师要帮助学生构

建系统的法律知识体系，学生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并应用法律知识。那么教师在法治教育过程当中，可以

通过概念图谱和法律体系来引导学生发现不同法律领域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法律

知识框架。 

2.3. 法治教育目标与大学生发展需求的契合 

2.3.1. 法治教育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 
法治教育在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法治教育，学生通过理解法律在维护

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可以更自觉地遵守法律和履行公民义务。例如在宪法的学习中，学生通过理解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就能够深入理解自己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及其责任。除此之外，法治教育还鼓励

学生关注社会的热点问题，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法律倡导、法律援助等社会法治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

学生能更加深入接触并理解社会，能够增强他们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另

外，法治教育也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

能够为社会正义而奋斗[4]。 

2.3.2. 法治教育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促进 
法治教育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法律的学习需要学生深入理解和

分析法律条款，这时就需要运用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来解读法律的内涵和适用范围。例如民法的研究，

需要学生分析各种合同案例来确定合同的有效性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其二，法治教育中的案例研究和

法律辩论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促使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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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法律案件时，需要对法律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这有利于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

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其三，法治教育还支持学生反思和评估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并提出改进建

议和措施，从而进一步提升其批判性思维能力。 

3.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教育面临的现状与挑战 

3.1. 当前法治教育的实施现状 

3.1.1. 高校法治教育课程体系分析 
高校法治教育课程体系近年来不断完善，但仍有改进的空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等必修课程

系统地教授法律基础知识，但课程数量有限，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无法充分涵盖法律教育的知识体系。

另一方面，选修课程虽然让学生的选择机会变多，但是存在任意性和质量不均衡的问题，一些课程缺乏

系统性和一致性，影响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存在部分教材未能及时地融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司

法实践成果，导致书本上的教学内容与现实需求脱节。与实践课程相比，理论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占比较

大，从而影响到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的提升。虽然部分高校开设了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课程，但

课程时间有限，学生的参与程度也不够，还是无法充分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总而言之，高校法治教育

课程体系需要加强系统性、时效性和实践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教育的需求及学生

的全面发展需求。 

3.1.2. 法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高等教育的法治教育教师队伍是法治教育的关键，其教育状况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教师队伍的专

业背景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除了法律专业的教师以外，还有其他学科教师参与法治教育带来了多学科

视角，但是部分教师缺乏法律教育的系统背景，可能存在法律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不足，从而影响教

学质量。另外，存在着教师数量与学生规律不匹配，造成师生比例不平衡。因为教师教学任务繁重，难

以全面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不利于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教师教学能力亟待提升，部

分高校仍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缺乏对学生法治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有效培养。教师培养体系尚不完善，教

师参与专业培训和学术交流的机会有限，使他们难以更新知识，跟不上法治发展的步伐。虽然一些高校

已经开始重视教师培养，但总体上仍需要加大培养力度，完善培养机制，以创造高专业性、教学能力，

满足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教育的需求。 

3.2. 当前法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3.2.1. 教育体制缺陷 
当前教育体系在法治教育方面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课程设置不合理，一些高

校缺乏系统、连贯的法治教育课程设置，使得学生在接受法治教育时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一些课

程内容过于陈旧，无法反映最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使得法治教育难以与时俱进[5]。教学内容滞后

也是制约法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新的法律问题和挑

战不断出现。但是一些高校的法治教育课程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法律理念和原则中，缺乏对新兴法律问题

和司法实践的深入探索。这种滞后的教学内容不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难以满足社会对法治人

才的需求。单一的教学方式也是当前教育体系在法治教育中存在的缺陷，传统的教学方式过于注重知识

的传承，忽视了对学生法律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动机，也限制了他们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和对知识的掌握。总而言之，探索和创新案例研究、模拟法庭、

角色扮演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对提升法治教育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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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社会环境制约 
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和事件可能对大学生

的法治观念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腐败、司法不公等问题可能导致大学生对法治产生怀疑和不满，从而

削弱他们的法治观念。这种负面的社会现象不仅破坏了法治的社会氛围，还影响了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

和尊重。另一方面，法治社会环境的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尽管近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6]，例如部分地区的法治环境仍然不完善，执法水平和司法水

平有待提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效果，也影响了社会对法治人才的需求和认可。 

3.2.3. 家庭背景影响 
家庭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家庭背景对其法治教育有显著影响[7]。一方面，一些父母缺乏法律素

养和法治观念，无法为子女的法治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这些父母可能缺乏法律知识和掌握，难以在日

常生活中教导子女正确的法律观念和价值观。一些父母可能过分关注子女的学业成绩和专业技能发展，

忽视了法律素养的培养和引导。另一方面，家庭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大学生对法律知

识的接受和法治观念的形成。例如，来自较贫困家庭的学生可能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法

治教育。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对法律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可能存在差异，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有效性及其提升的范围。 

4. 案例分析：西南政法大学的法治教育创新实践 

4.1. 背景 

西南政法大学是一所以法律学科为特色的大学，在大学生法治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及创新实

践，面对新时代对法治人才的新要求，该大学积极探索并创新法治教育的模式，致力于培养具有坚定法

治信念、扎实法治知识、较强实践能力的新时代法治人才。 

4.2. 具体措施 

4.2.1. 构建多元化课程体系 
西南政法大学构建了多元化的法治教育课程体系，其中有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和实践课程。除了传

统的法律课程以外，还提供与社会发展和学生生活相关的选修课程，例如网络安全法和知识产权法，来

满足学生各种各样的学习需求。该大学还加强了法律诊所、诉讼法庭等实践课程，使得学生能够在实践

当中掌握相应的法律技能。 

4.2.2. 推进教学方法创新 
该大学通过分析真实的案例积极推广案例教学方法，使得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问题的解

决。该大学还采用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法律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 

4.2.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该校重视教师的专业化和多元化发展，通过引进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来增强教师队伍

的力量，还定期为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和组织学术交流，来提高其教学水平和法律素养。该校鼓励教师开

展教学方面的研究，探索并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4.2.4. 拓展校外实践平台 
该大学与周边的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周边社区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够为学生提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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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校外实践的机会。学通过通过观摩法院审判、检察官办公室实习、参与社区法律援助等活动，可以

深入了解法律专业的实际工作情况，增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提升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3. 教育效果 

4.3.1. 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 
通过对法治的系统教育，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在法律知识、法律思维和法律实践能力等方面有了显

著提高。学生在全国模拟试验比赛、法律知识比赛等各种法律竞赛中获得了多项奖项，展现出扎实的专

业技能和强大的实践能力。 

4.3.2. 法治意识的增强 
该大学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法治意识的培养，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和价

值取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以维护法律权威，积极向周围人推广法律知识，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 

4.3.3.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通过参与校外法律实践活动，学生们对社会法治现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许多学生毕业后选择从事法律相关职业，为建设法治社会做出贡献。 

4.4. 经验与启示 

4.4.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西南政法大学一直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和个性化的引导，关注学

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索。 

4.4.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该校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构建多元化课程体系和拓展校外实践平台，使学生能够在学习法

律理论知识的同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实践法律能力和创新精神。 

4.4.3. 协同育人的机制 
西南政法大学通过与校外单位合作，构建学生协同教育机制，为这种协同教育模式提供了丰富的实

践资源和机遇，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还促进了学校与社会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互动，

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法治人才。 

5.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教育创新策略的深化探讨 

5.1. 教育理念创新的路径拓展 

教育理念是教育活动的灵魂，于大学生法治教育而言，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念至关重要，这

意味着教育过程应始终关注学生的法律需求，以激发其学习法律的兴趣。传统的法治教育往往侧重于法

律知识的传承，忽视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新时代的大学生法治教育应转变为以学生

为中心，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其法律需求，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激发其学习兴趣，使

其能够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加强法治意识的培养是教育观念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法治意识

是法治社会的基石，也是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核心目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培养法治意识，意味着要将法

治精神体现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使学生在潜意识中形成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与

此同时还要注重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学习法律并应用法

律，从而真正掌握法律技能，提高法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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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育内容创新的具体举措 

教育内容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法律知识的整合、法治精神和教育内容的更新是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教

育内容创新的关键。法律知识的整合意味着突破传统法律课程的界限，有机整合各个法律领域的知识，

形成系统化、科学的课程体系，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避免学习碎片化的弊端。融入

法治精神是教育内容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法治精神是法治文化的本质，是法治教育的灵魂。将法治

精神融入教育内容，是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信念，使他们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形

成坚定的法治信念和敬畏感。更新教育内容是适应时代发展、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举措。随着社会的快

速发展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新的法律问题和挑战不断出现，教育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法律

知识，反映最新的法律发展，帮助学生掌握最新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提升法律素养和竞争力。 

5.3. 教育方法创新的多元化探索 

教育方法是法治教育学生教育活动的桥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教学

实践是实现教育方法创新的重要途径。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案例

教学、讨论教学、模拟法庭等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法律，并运用法律，从而更深入地理解

和掌握法律知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是提高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日益广泛的应用为大学生法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智能化教

学系统等技术手段，拓宽教育渠道，提高教育效果，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接受优质的法治教育。加强实

践教学是提升法治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课改革创新“八个统一”中强调要坚持理

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8]。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大学生也应该坚持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实践教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掌握法律技能，提高法律素养。通过社会实

践、法律援助、法律志愿活动，可以让学生体验法律工作的实际过程，了解法律专业的特点和要求，为

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4. 教育环境创新的协同机制 

教育环境是教育活动的重要因素，对于大学生法律教育而言，优化校园法律环境、加强与社会法律

环境的互动、建立家校合作机制是实现教育环境创新的关键。优化校园法律环境是营造良好法治氛围的

基础。通过加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举办法治讲座、法律竞赛等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

素养，营造积极的法治氛围。加强与法治社会环境的互动是提升大学生社会法治责任感的重要途径。通

过与司法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合作，大学生可以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9]，让他们了解社会

法治实践的现状，从而提升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建立家校合作机制是共同推进大学生法律教育的重要

保障。家庭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父母的法律素养和法律观念对大学生法律教育有着重要影响。建

立家校合作机制，加强家校与大学生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进大学生法律教育是提高教育效果、促进大

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家校与大学生的合作，可以形成一支教育合作力量，共同培养大学生的

法律素养和法律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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