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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教育中法治意识的培养方法探究
贺　彬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摘要：全面依法治国是近年来推动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中

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为了早日实现法治国家的建设，教育部门

越来越重视法治教育的开展。尤其对于高职阶段的学生来说，他

们即将步入社会，需要面临更多的诱惑，需要作出更多的抉择，

学校要在教育中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避免学生因缺乏法

治意识影响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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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的主要场所，所以说，学校的教

育影响着社会人的整体素质。从目前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职业

教育对社会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所以高职院校便成为了进行

法治教育的主要场所。为了提高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的有效性，需

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究，了解当前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的开展状况，

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对应的一些策略，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法

治意识。

一、高职院校学生法治意识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对于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会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尤其是社会

环境会对学生的法治意识形成较大的影响。在学校上学期间学生

会面临很多较为公平的评比或者选拔，最常见的则是奖学金的评

比以及入党人员的选拔，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初次对自身利益形

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并且在当时的环境下，大部分学生都会追求

公正、公开的评比形式。但是当学生开始接触社会，学生的法治

意识会受到现实利益的冲击，需要高职教师帮助学生进行纠正。

（二）法治环境不健全

高职院校与普通大学存在较大的不同，其主要的职责是为社

会培养技术性人才，所以在开展教学过程中会忽视对于学生个人

素养的培养。再加上，大部分高职院校成立时间较短，没有较深

的底蕴，学校的制度、文化以及依法治校等都不够健全，这就导

致整个学校的法治氛围不浓厚，法治教育的开展无法达到预期的

效果。

（三）法治教育缺少实效性

为响应国家号召，高职院校都会设立法治教育课程，但是在

实际的教学中，法治教育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高职院校课程

的开展都与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课堂类教学都很难得到重

视，尤其对于法治教育、思政教育等课程，枯燥的内容以及死板

的教学模式，根本无法使学生投入其中。这种形式的课程缺乏实

效性，学生无法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识。

二、高职院校学生法治意识培养的策略

（一）引导学生自觉形成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的培养是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的一项活动，想要在高

职院校开展有效的法治教育还是需要学生进行主动的配合。所以，

教师应该注重实践活动的开展，减少说教形式的法治课堂，让学

生在实际的一些活动中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直观地了解到什么

是对什么是错，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识。

例如，教师可以利用法治课程开展一些实践活动，比如教师

可以让学生自己组织进行一次法治知识宣传。学生在组织过程中

会自己查找资料，了解法治相关的知识，并且还会去主动了解一

些案件，在了解知识过程中学生对加深对于法治知识的印象，在

了解案件时学生会以此提醒自己。这种形式的法治教学能够在改

变学生态度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

（二）强化法治教育，创造良好校园环境

校园是学生生活以及学习的主要场所，在上学期间学生大部

分时间都生活在校园内，所以校园环境对于学生的思想观念的形

成有着很大的影响。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时，应该考

虑到这个问题，注重对于校园环境的创造，为学生打造一个温暖

和谐的生活环境。在创造良好校园环境过程中，教师要时刻牢记

法治教育的开展，要在此过程中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氛围。

首先，需要提高法治教育在学校各学科中的地位，让学生们

都清楚地知道，法治课程与专业课程是同等重要的，引起学生以

及教师的重视。为了将这份重视落实到实际，学校可以制定相关

的法治教育目标，让教师明白在教学中应该全力培养学生的法治

意识，让学生指导法治意识的培养的重要性，从而培养出遵纪守法，

责任心强的高素质人才。促使全面依法治国早日实现。另外，学

校还需要完善法治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让学生可以

通过法治教育实践基地了解相关法律程序，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

（三）强化法治建设，改善社会环境

学校只是学生短时间内生活的一个场所，而社会才是学生未

来的主要生活场地。为了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不仅仅需要学校

以及教师的努力，还需要国家加强法治建设，改善当前的社会环

境，让学生在每一次接触社会时都能够看到一个法治的社会，这

也会为学生带来较强的安全感，当学生生活在安全的法治社会时，

学生自己也会对自己提高要求，促进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

例如，从最简单的排队制度来说，排队可以算是人们自发形

成的一种规则，当所有人都在正常排队时，其他人就会形成需要

排队的意识。这样所有的事情就会有条不紊地进行，而当人们缺

乏排队意识时，其他人也会认为排队没有必要，最终事情会变得

一团糟。法治意识的形成也是如此，当社会上所有的人都遵循法

律办事，学生也会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熏陶，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

逐渐养成正确的法治意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教育中法治意识的培养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了能够提供学生的法治意识，需要学

校提高法治课程的地位，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让学生在良好的

氛围中逐渐形成正确的法治意识，认识到法治教育开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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