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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研究分析 
何平  丁成 

（新疆石河子大学  832003） 

摘要：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在不断的提升，科学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对于高校各方面的综合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尤其是网络法
治教育在现在高校的教育中也被放在了首位。如今，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也是相当的快，并且信息的类型也是多
种多样，这样一来也是为法治教育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在网络技术发达的背景下，高校法治文化在传
播的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分析出的结果对于建设高校的法治文化进行研究，最后提出一些提高高校法治宣传教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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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时代对于高校法治文化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网络开放性导致学生的思想受到影响 
如今，众所周知互联网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包容性，同时

其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没有开设互联网
课程，对于网络不良信息的分辨率也比较低。在日常上网的过
程中，非常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导致自控能力会变的越
来差，还容易沉浸在网络的世界中，以自我为中心[1]。这些现象
也不是只体现在个别人的身上，而是开始呈越来越普遍的趋势，
并且发现大学生精神慢慢消融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如
果大学生还是不能及时的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网络，思想价值
观就会受到的影响，以此也会变得非常的迷茫，从而会逐渐的
失去方向，逐渐心理的压力也会随之不断的增大。所以，在这
样的背景下，要抓住网络平台的优势，将学生的价值观引导走
向正确的方向[1]。 

（二）目前网络法制教育工作形式较为单一 
现阶段，我国在法学教学这方面模式还是比较单一的，一

般法学教学的主要教学仅仅只是依托在课程上的教育。并且对
于网络法治知识的普及，只体现在了纸张上，对于学生的吸引
力也比较的小。另外，对于网络法治知识的学习学生也没有足
够的认识，并且积极学习的意识也不强。此外，我国网络法律
体系的管理制度也不够完善，网络法治的内容也不够新颖。所
以对于网络法律的教育道路还要继续的进行探索。所以高校更
是要加强网络法治的建设，使法律网络的机制更加建立健全，
最终实现法治教育的普及[2]。 

二、网络时代中高效法治文化的具体构建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如今，可以通过各个官网以及论坛等形式可以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渗透在学生教学的过程中，让更多的学生真正了解
价值观的意义。让这一举措成为校园文化的主导力量，将法治
意识的基础精神动力有效的构成。 

（二）加强学生自身网络意识 
法治文化主要还体现在高校内部制度的完善，所以必须要

加强过饭规章制度，将职工以及学生代表大会的制度不断的完
善，并且将其作为基础，使得网络的机制更加的规范性科学性，
将基础教育的机制以及网络的言论机制不断的整合起来，让教
师以及学生深入的认识到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制度，这样学习
起来也比较的容易，不只是局限与课堂或者书本中。另外对于
网络法律讲座的开设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通过讲座的学习，
学生不但可以使自己的法律知识的得到了有效的积累，对于法
律法规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就可以通过网络的监督使
自己的行为得到规范，在社会中可以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同
时也可以有效约束自己在网络中的不法行为[3]。 

（四）加强学生法律常识的教育 
在高校进行法律知识教育教学一定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使

得教师的课程教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教育等都与法律实际的联
系起来。一般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来组成的，首先是进行互联网
的管理工作还有安全维护等相关等工作，主要网路法律的管理
以及维护。其次，是高校进行法治相关的工作，主要包含教育
法以及学校的网络管理法等等。最后，就是学生就业、创业等
相关的法律，包含劳动法、经济法、以及电子商务法等等。 

三、提升目前高校法治文化传播效率的主要方法 
（一）额外增加网络“微”传播的渠道和方式 
学校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进行网络微观的沟通渠道的普

及，做到更加的分散化、有效性的法治知识的传播。目前，高
校的法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具有一定的复杂
性。所以只是简单的开展一些法律课程或者知识讲座就很难达
到主要的目的，并且法治的基本意识也无法在学生的心中真正
的建立起来。所以，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法律知识
的传播途径也就没有局限性。这样一来，通过网络途径的学习，
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学习也就越来越积极主动，学生学习起来
也更加的方便，对于法律信息的动态的变化也可以随时的进行
了解掌握。并且这一全新的教学模式也可以延伸到课堂的教学
以外，使得学生的日常生活也得到充实。并且经过微渠道的建
立，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活动也会更加的频繁，并且双方都
会有平等的心态去交流学习，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
深入许多，这样一来，教师给出的法律观点，学生也就更加的
容易的接受，逐渐的养成良好的法治意识[4]。 

（二）培养网络“微”言论的领袖 
在高校中，教师的专业素养一般都非常的高，并且他们在

法治工作的过程中，也付出了许多的努力。法治教育有效开展
与他们息息相关。学校使得法治文华的传播更加的有效，可以
选择一些具有权威性的教师开通一些网络宣传账号比如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将课堂的教学逐渐的延伸到这些平台中，并且
可以在微博中更新一些高校焦点法律案件，让学习积极的讨论
其中，老师也要积极的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在思想上以及
生活中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结束语 
总之，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学校要充分的利用网络

媒体的主要优势，积极的发现信息传播的新的道路，要不断的
引导学生，对于法律知识可以更加积极的利用，形成与教师良
好的互动学习方式，将学生的法治行为习惯有效的规范起来。 

参考文献 
[1]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研究[J].吴云凤.文化创新比

较研究.2019(06) 
[2]医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研究探讨[J].徐丽华，胡蜀洋.智库时

代.2019(23) 
[3]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培育研究——以陕西省 6 所高校为

例[J].李迎霞，卢黎歌，武星星.思想教育研究.2019(06) 
挂项目：1.石河子大学 2019 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

立项项目《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SZZX201902） 

2.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单位资助教育部规划课题
《兵团高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去极端化工作融合推进对策研
究》（项目号：FEB160639 )； 

3.石河子大学 2017 年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课题《兵团
高校警校联合反恐维稳工作机制研究》编号：SZZX201708 

4.兵团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石河子大学）资助。 
5.201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单位资助教育部规划课题（课

题批准号：FEB160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