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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法治教育对于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高校是法治教育的主阵

地，在学术界，高校法治教育始终是个重要且具有实质性的研究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截至目前形成

了不少颇具分量的理论成果，总结和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迈入新时代后，高校法治教育的发展

脉络和研究趋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基于可视化软件VOSviewer，自知网CNKI核心

数据库中选取发表的以高校法治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期刊，从年度发文量、作者和机构、关键词三方面进

行分析，以表征该研究领域国内外文献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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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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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position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and in the academic world,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and substantial research topic.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 lot of weighty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formed so far, 
and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summarize and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trend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dopts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based on the visualization soft-
ware VOSviewer, and selects the research journals published in the core database of CNKI from 
Zhi.com with the theme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nalyzes them in 
terms of the annual number of articles,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in order to charac-
teri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of study and the 
hotspots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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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这需要各主体的主动参与，高校法治教育也着眼

于大学生法治实践能力的提高，包括维护自身权益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的提高，以提高大学生的社会

参与度[1]。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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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纲领性文件，也深层次地推动了我国学校法治教育

的发展。该《决定》不仅第一次在党的重大文件中使用了“法治教育”的概念，使其在教育内容上与“法

制教育”相区分，并且提出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其在教育形态、教育手段上与社会

“普法宣传”相分离，促进了高校法治教育的发展[2]。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法治建设作为专门篇章予以肯定和强调，体现了以我国对法治现代化的高

度重视。表明了我们党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定意志和决心。是全面依法治

国、推进法治建设的政治宣言。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法治教育的着力点，提升党的二十

大精神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当务之

急[3]。 
可见，高校法治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走向依法治国道路上的重要研究话题。虽然对高校法治教育

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呈蓬勃发展之势。为了进一步明晰高校法治教育的研究价值，准确把握国内外的前

沿研究热点，本文借助可视化软件 VOSviewer 对高校法治教育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可视化图谱分析，量

化统计对该领域研究较为领先的机构和作者，揭示高校法治教育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热点，预测该研究领

域的态势，以期为高校法治教育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确保文献的学术价值，本文选用 CNKI 中国知网总库。检索条件以“高校法治教育”为主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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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相关文献，文献发表起始时间为 2002 年，共 185 篇相关文献。经过人工剔除会议、报纸、年鉴等非

研究文献共 4 篇。将筛选后的 181 篇文献导入 VOSviewer 软件。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最新版 Java 软件搭载最新版本的 VOSviewer 软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分析。VOSviewe 软件参

数设置为：CNKI 时间分段(Time Slicing)为 2002~至今，时间切片均为 1 年，其他参数均采用系统默认值。 
关键词共现分析来源于文献计量学，它是将期刊文章、学位论文等文献中两篇或者多篇论文使用同

一关键词的现象通过统计关键词共现的频率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能够根据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预测其

中的热点主题。为有效呈现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反映关键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可进一步采

用 VOSviewer 分析系统来构建可视化网络共现图，进行可视化共现分析。节点值越大，表示该关键词与

其他关键词共现在一篇文献中的频数就越大，在学科研究领域中地位和作用越大。 

3. 新时代以来高校法治教育研究的量化分析 

3.1. 年度发布趋势分析 

根据从知网中挑选的 181 篇文献，统计高校法治教育研究文献的数量，进行可视化分析(图 1)。由

图 1 可以看出，2014 年前文献数波动不大，2014 年开始数量大增，虽然 2014 年后论文数量存在起伏，

甚至 2020 年后有下滑，但整体数量明显高于之前，故按研究文献年数值可将其分为 2 个阶段：2002~2013
年，高校法治教育研究的起步阶段，年文献数值波动区间为 1~4 篇；2014~2020，高校法治教育研究进入

升温阶段，年文献数值波动区间为 7~24 篇。2021 至今，高校法治教育研究发文数量的总体趋势分布，如

图 1 所示。 
 

 
Figure 1. Overall trend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publications on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02~2024 
(photo credit: CNKI) 
图 1. 2002~2024 年高校法治教育研究发文量总体趋势分布图(图片来源：中国知网) 

 
从图 1 来看，2002 年至 2013 年发文数量较少，尽管一些学者在此期间对高校法治教育教育这一话

题进行了探索，但他们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高，研究内容和主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具有局限

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校法治教育在研究上与法治实践脱节。 
数据在 2014 年呈现递增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昂首迈入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与此同时，高校法治教育也紧随国家法治建设的步伐，步入了创新发展的快车道，

致力于与国内法治建设进程同频共振。明确提出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核心使命，强调要培育出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364


肖紫俊，李钰珑 
 

 

DOI: 10.12677/ae.2025.1571364 1375 教育进展 
 

一批批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战略部署不仅彰

显了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也为高校法治教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4]。为了深入贯彻这一重要理念，

国家将法治教育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将其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整体框架之中，还积极推动其融

入普通学校的课程体系。 

3.2. 发文作者及机构合作情况分析 

共现图分析能够了解作者和机构的发文量及作者与机构的合作情况，评估其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运用 VOSviewer 分析软件对 2002 年以来高校法治教育研究的作者群分布情况进行梳理与分析，得到作

者合作网络共现图谱，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Co-occurrence of authors of labor education research publications, 2002~2024 
图 2. 2002~2024 年劳动教育研究发文作者共现图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目前高校法治教育研究领域并没有形成学术研究共同体，作者之间关联度低[5]。

且这些作者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是同单位或者同地区的合作，比如：卢臻、覃淮宇都属于南宁师范大学法

学与社会学院；李璐与孙楹同属华南师范大学。此外，这些学者大致研究方向以法学专业为主，思想政

治教育方向的学者较少。而目前，学界对于法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关系定义问题的观点，多为

前者包含于后者之中，这容易导致高校法治教育的研究视角单一，跨学科合作研究不足。 

4. 新时代以来高校法治教育研究的主题分析 

对高校法治教育研究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得到关键词共现图，如图 3 所示。通过分析关键词共现图，

可以得知近二十年高校法治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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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in research on rule of law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02~2024 
图 3. 2002~2024 年高校法治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4.1. 高校法治教育的内涵研究 

学者们积极探讨了高校法治教育的内涵，丰富和深化了对高校法治教育的认识。通过逻辑梳理发现，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学理的积淀，学界关于法治教育概念的研究已较为丰富[6]。最重要的观点如下：一是

美国国会通过的《1978 年法治教育法案》将法治教育界定为“透过各种教育过程，使非专业人士具备有

关法律、法律形成过程、法律体系及法律基本原理与价值等为基础的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教育”[7]。目前

诸多关于法治教育的概念均是在此概念基础之上的衍生与发展。二是有学者黄旭田认为，法治教育是要

使学生了解在法治国家中人人均享有合法权利，尽应尽之义务，使学生了解法律乃人民权利之保障，并

乐于守法且避免违反法律[8]。三是我国大陆学者石雁认为，法治教育是指通过对公民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地进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宣传和教育，培养和发展公民法治意识及其用法治意识指导自己行为

的一种活动[9]。王双群、余仰涛认为法治教育是指通过对公民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依法治

国”方略的宣传和教育，培养和发展公民法治意识及用法治意识指导自己行为的一种活动[10]。姚建涛、

牟昱凝(2020)年阐述了法治教育是在法制教育的基础上注重培养青少年对法律内在价值的认可，加强对

法律的运用，从而养成良好法治素养的教育[11]。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全面提升国民法治素养，尤其

是青少年的法治素养。 
高校法治教育是学校法治教育的高级阶段，学界对高校法治教育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教育，也

不是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已经达成初步共识，是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进行的

法治教育。高校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相较于法治教育增加了教育对象和教育场所上的限定，是更小范

围、更具体化的法治教育。因此，综合众多法治教育和高校法治教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高校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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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定义为在高等教育阶段以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主要内容，培养学

生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引导学生自觉形成法律规范的教育活动。 

4.2. 高校法治教育的实效性研究 

如图 3，高校法治教育的实效性也是目前学术界一直在深入研究的角度。实效性是指实践活动的预期

目的与结果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实践活动结果对于目的是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即实际效果问题[12]。可

见，实效性的关注点在于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结果和预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活动的结果同

预期目标之间的比较。高校法治教育的实效性一直是法治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备受各界关注，学者们

对高校法治教育效果的探讨越来越多。它不仅关系到法治教育的成效，关系到教育对象对法治价值和法

治精神的认同，而且关系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 
糜红缨(2015)认为高校法治教育实效性体现在高校法治教育的过程中，通过树立法律信仰、提高法律

素质、创新载体方法、建立基地及援助机构，推动大学生知法、守法、用法，准确把握国家法律法规，牢

固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切实将法治教育落实到实处，为推进和谐平安校园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奠定基

础[13]。孙阳(2016)认为大学生法治教育实效性是指遵循大学生法治教育规律，按照法治教育的目标和内

容，运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对大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法治教育活动，其结果所达到的真

实有效的程度直接体现高校法治教育实效[14]。李晓兰、刘金莹(2016)认为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实效性体

现的是法治教育目标与法治教育活动结果的正相关关系。但当前高校的法治教育对如何开展法律专业基

础知识教育与法律信仰教育、法律具体内容教育与法治价值教育、法律理论教育和法治实践教育、法治

认识论与法治方法论教育还在探索之中[15]。 

4.3. 高校法治教育的目标研究 

一般来说，学校教育必须达到三个层面的工作目标：知识层面即知识传授、能力层面即能力培养、

思想或精神层面即价值引领。这就是学校教育不同于社会培训的地方，社会培训达到前两个层面目标就

够了。高校法治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也要满足三大基本要求。2016 年颁布的《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 年)中的“统筹推进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对高等学校法治教育要

求“不断增强学生法治观念和参与法治实践的能力”。这里，主要提出了思想层面“增强法治观念”和能

力层面“参与法治实践的能力”两方面的要求。 
同年颁布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较为具体地提出了高等教育阶段法治教育三个层面的目标要求。

一是知识层面：“进一步深化对法治理念、法治原则、重要法律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基本掌握公民常用

法律知识”；二是能力层面：“基本具备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化解

矛盾纠纷的能力”；三是思想和价值层面：“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坚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想和信念”。笔者认为，法律认知的目标主要是为后两个目标服务的；

而法治能力目标的达成有助于第三层面目标的实现。 
另外，《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采用了“总体目标 + 阶段目标”的模式，即在制定青少年法治教育

目标时，将总体目标和阶段目标结合起来。而阶段目标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阶段性目标与总体目标的区

别不够明显。过于强调抽象概念的界定，导致宏观预测与总体目标的重复。二是各学习阶段的具体目标

区分不够。虽然围绕“初步理解、加深理解和进一步学习”的理念设计，但缺乏基于差异化需求的多样

化和个性化的具体目标。缺乏基于不同年龄段学生需求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具体目标。当前高校法治教

育实践中，由于缺乏对阶段性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与总体目标之间关系的认识，阻碍了具体的学与教。

这是因为课程文件中设定的目标具有概括性，需要在学与教的过程中进一步细化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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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高校法治教育的困境研究 

如图 3，高校法治教育的“困境”“问题”“现状”等是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党的十五大特别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实施和推进，我国高校法治教育在课程设置、

内容结构、教学方法、师资队伍等方面的不合理性日益显现，学术界对高校法治教育问题的研究也主要

基于这些方面。 
(1) 教育主体良莠不齐 
高校法治教育是融知识性、理论性、实践性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法治教育教师是教育主体，在高

校法治教育各要素中起着主导作用。从我国高校法治教育的现状来看，法治教育师资力量相对薄弱。首

先，高校法治教育教师构成不均衡。目前，在我国大多数高校中，法治教育课程都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担任，很少有教师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能够进行系统、专业、深入的法治教育。高校法治教育的

主要形式是“思想道德与法治”必修课。负责“思想道德与法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大多不是法学

专业，由于自身法学功底薄弱，教学能力长期得不到培训与提升，导致教学效果难提高。其次，虽然国

家已经出台《依法治教实施纲要》，对提高法治教育教师的法律素质和教学能力提出明确要求，但很多

高校由于经费困难，日常教学科研工作任务繁重等原因，缺乏对教师法律素质提高方面的培训。此外，

由于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压力，部分教师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水平。大多数大学现有

的教师培训计划侧重于提高专业技能、教学技能、语言技能以及教学和研究技能。很少有学校提供法律

法规方面的培训，对教师法律素质的评估也不是学校评估的一部分。随着法治建设的加快，法治教育也

在快速发展，依法治教不仅要求讲授法治教育课程的教师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对全体教师的法律素质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教育内容参差不齐 
首先，教学内容具有不整全性。在法治教育内容方面，高校法治教育教材仅局限于法律基础知识层

面，在全国通用版教材中法律部分所占比重较小且内容缺乏针对性，教育内容存在附属化、重复化和法

学知识专业化的缺陷，甚少涉及法律条文背后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等法治教育内容。其中以贺佐成

(2004)、杨健燕(2006)、王西阁(2011)等学者为代表认为，现行法治教育教材内容过于狭窄，教育的重点

在于传授一般知识，而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等教育内容则缺乏针对性，忽视了法

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思维和法治信仰等教育内容[16]。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内

容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国内法律概念和法治理论方面，很少考虑相关的国际法律知识，如外国法、国

际条约等，容易导致当代大学生缺乏国际视野。其次，教育内容被分割且一体化不强。作为国民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应与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和整个大学课程体系有效结合。但高校法治教育只针对大

一或大二学生，并没有贯穿整个大学教育过程，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16]。此外，在校大学生按照

内部构成可分为专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等不同年龄段，大学生群体法治需求具有多样性，而大多数

院校的法治教育内容并没有根据大学生法治需求的多样性进一步区分而有所侧重，没有对不同年龄层次

的大学生进行一个由浅入深的教育，教育一体化不强，这也容易造成大学生对法治教育的内容兴趣不强，

不能达到高校法治教育的预期效果。再次，教育内容雷同。实际上，由于阶段目标设定缺乏鲜明的针对

性，法治教育各学段的教材内容雷同性极高。高校法治教育教材主要为《思想道德与法治》，该课程为

高校公共基础必修课。但教材内容过于知识化和抽象化，课堂教学变成了相关法治概念、原则、精神、

理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新成果等知识的罗列与归纳，难以给学生留

下深刻印象，更谈不上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形成。最后，法治教育内容与其他学科结合不够。高校明确提

出了“三全育人”的要求，但实际法治教育内容并没有充分有效地融入专业、教学和教材中，加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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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对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极易导致大学生缺乏法治思维行业“法治底线”思维[17]。 

(3) 培育方式单一低效 
李婧(2011)等学者认为当前的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仍旧因循诸如灌输式等传统教学方式，实践活动

式、网络教育等教学方式的应用及创新明显滞后于法治的发展。在教学方法上，目前高校法治教育课程

基本沿用中学的教学模式，以教师讲授为主体，以课本知识、口头重复的形式进行概念灌输，忽视了大

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无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法治教育的积极性。同时，还有部分学校的高校法治教育仅

仅是上课走走过场，考核以笔试为主，忽视了通过高校法治教育培养大学生法治思维、树立法治信仰、

提高法治能力的初心，忽视了法治的实用性一面[18]。当前我国高校法治教育的主要形式还是课堂教学，

虽然课堂教学在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理念方面具有系统性和集中性的优势，但在传统的教学

方式中，学生则变成了被动的观众，其主体地位在教学中无法突出。况且，即使是传统的教学方法，课

堂上也很少开展丰富多样的讨论和交流。教师对法律知识的讲授比较空洞，案例教学形式少，所采纳的

案例比较陈旧，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少，难以激发学生对法治教育的兴趣，学生很难从生活实践中体

会到法律知识的作用，体会不到法治的魅力所在，学生在学校系统的课堂教学中更感受不到法治威严。 

4.5. 高校法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如图 3，高校法治教育的“对策”“路径”也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方面。就目前来说学者们尤其注重

高校法治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性。从当前高校法治教育的基本实践来看，存在较为明显的路径依赖，突出

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教育载体上主要依托“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二是在教育模式上沿袭了课堂

教学、知识传授、理论学习的传统套路。 
对此，学者们提出推进高校法治教育完整化、一体化要从课程体系完整化和教育方式多元化入手。

即高校法治教育应适应不同发展阶段学生的特点，讲授对应内容，与此同时采用更具包容性的先进教学

方法和媒体，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5. 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文利用文献可视化软件 VOSviewer 和计量分析方法，对 2002~至今以高校法治教育为主题的研究

文献进行了量化分析。主要结论有：当前关于高校法治教育的发文量仍处于增长趋势，发文机构华东政

法大学起到领先作用。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法治教育的内涵、实效性、目标、困境和路径等。本文

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 

5.1. 原因分析较少 

尽管高等教育中的法治教育备受关注，但对问题根源的分析仍然薄弱。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问题

和现状上，却很少提及深层次的内外部原因。为了全面提高法治教育质量，需要深入分析高校法治教育不

足的内部原因，如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落后等，同时也需要研究外部原因，如社会环境、政治导向等[19]。
尤其是要加大对大学生法治素养和学习需求的实质性研究，将教育内容与学生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促进

法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和深化。 

5.2. 交叉融合不足 

当前高校法治教育的研究存在显著的交叉融合不足问题。尽管核心期刊的学科分布集中于高等教育、

法理与法史，但这种单一视角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提升法治教育的实效性，亟需打破学科壁垒，

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具体而言，可深入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法治理念的内化；借助心理学视角，

剖析法治教育中的心理障碍与需求；并依托传播学理论，探索高效、创新的法治宣传与教育路径。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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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方能构建全面、立体的法治教育体系，为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的社会公民奠定坚实基础。 

5.3. 重视程度不够 

当前，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基石，其配套法治体系日益完善，然而高校法治教育受重视程度却显不足。

大学生作为法治建设的未来中坚，其法治意识直接影响国家法治进程[20]。面对这一现状，学术界需在法

治教育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高校法治教育的关注力度。通过增加相关研究文献，

深入探索高校法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为实际教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科学指导，确保法治精神在青

年学子中生根发芽，为国家的法治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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