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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浅述了高校理工科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培养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并建议从国家、社会、院校和学生个人等多个层面培养理工科学生的法律素养，为高校如何培养有法律
素养、社会责任担当的大学生提出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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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知识的认识还停留在模糊的概念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

果上，很难达到法律应用层面。

2  培养高校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养的迫切性

2.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需要
我国法治建设依赖于当代大学生，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战略须依靠这一群有知识、有担当、有作为和有梦想

的大学生群体来参与完成，而大学生的法律素养直接关

系依法治国的进程。为此，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

信仰和法律思维，具有系统的法律知识结构，灵活运用

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发维护法律权威，敢

于同违法犯罪做斗争，积极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为全

面推进国家依法治国战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2 社会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建设新一代的接班人，社会的稳定、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实现都依赖

于这一群体的贡献。高校是社会所需的各专业人才的输

出地，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而

法治教育却是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增

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加大学生的法律知识面，提高

大学生学法用法的能力，全面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

培养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兼备的综合型、复合型高端人

才，将有助于社会稳步、和谐、持续的发展。

2.3 知识产权战略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连续出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国家制造

2025》等系列知识产权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制造强国的战略，亟须大量懂科技、

会管理、知法律的高端复合型人才。理工科大学生拥有

工科背景的学科优势，只需兼修法学、管理学等人文、

管理知识，提升管理能力和用法能力，培养成文理兼备

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成为知识产权战略、创新驱动

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的主要践行者。

2.4 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的，当

下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急需综合型、复合型的人才，意

在国家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制定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新方针。[1-2]作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和守法示范

标兵的当代大学生，无疑是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践行者，

大力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已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

度，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任务。[3]并

且，国家出台系列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明确知识产权和

科学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助推器，作为大学生，特别是理

工科学生务必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扎实的法律知识、

灵活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全面提升理工科大学生的法

律素养已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虽然随着依法

治国的不断践行和深入，大学生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相对而言，形势依然严峻，特别

是理工科学生的法律意识令人堪忧，着实需要系统的培

养方案，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法律知识的应用

技能。[4]

1  高等院校理工科学生的法律素养现状

1.1 法律意识较淡薄
理工科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中

得到一定的提高，但由于我国文理科培养目标有别的历

史缘故，理工科大学生偏重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不

重视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在知识结构和思维培养上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理工科大学生把法律学习当作辅助性

知识进行获取，不深入、不理解，更不懂运用。因此，

很多理工科学生在受到不法侵权时，往往沉默忍受，不

敢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权。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意识淡薄，

大学生犯罪现象屡有发生，甚至有些大学生触犯刑律，

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而抱恨终生。

1.2 法律知识欠缺
理工科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普遍比较欠缺，一是由于

法律意识较淡薄，二是历来不注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

由于本身掌握的法律知识较少，能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现

实中的具体问题更是空谈。对于遇到法律问题的学生来

说，有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利的想法，但却不知

如何维权。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发现，理工科大学生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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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时拥有学科交叉背景、知识层次和结构复合、多种

能力并存的高科技人才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从个人发

展来看，理工科学生要想在社会上全面发展，不但要专

注专业知识的学习，还需要学习法律、管理等知识，一

个同时拥有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大学毕业

生远比仅仅拥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更容易找到心仪的工

作，并且更有利于未来的事业发展。

3  提升理工科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建议

3.1 国家层面——加强普法宣传
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大学生作为普法的重点对象，

须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根据大学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特点，利用互联网 +、专题
知识问答、新法应用等模式开展普法宣传。普法讲究效

果，目的在于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切忌古板地灌

输法律条文，增强普法的“互动性”“参与度”和“兴趣

度”，让法律贴近生活，结合实际案例，运用大学生乐于

接受的形式普法。

3.2 社会层面——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让大学生在良好的社会法治

氛围中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培养优良的法治意识，构

建合理的法律知识体系，全面提升法律素养。例如，知

识产权保护是理工科大学生不可避开的法律问题，如何

让学生做到不侵权，不被侵权，被侵权后正确维权，就

应建立起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让理工科大

学生在社会公正的法制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培养法律素养。

再如，大学生创业中经常遇到许多问题，造成大学生创

业屡屡受挫，要想改变这一局面，除了需要国家出台更

多的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外，更需要社会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和法治环境，为大学生创业保驾护航。

3.3 院校层面——加强法律理论体系教育
（1）优化法律课程设置，培养多层次法律知识体系。

高校理工科课程体系中法律课程较少，是理工科学生法

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缺乏的主要原因。践行依法治国方略，

全面提升理工科学生的法律素养已迫在眉睫，高等院校

应当有层次、有梯度、有针对性地设置法律课程体系，

根据专业特点，适当增加法律类课程的设置。如知识产

权相关法律课程，就业、创业相关法律课程和与专业服

务需要的相关法律课程等。

（2）变革教学方式，务实教学成果。培养大学生的
法律意识，增加大学生的法律知识，在合理的课程设置

前提下，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才能相得益彰。采用判例

分析教学、社会热点案例分析教学、大学生涉法案例分

析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旨在激发学生对法律浓

厚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法的主动性，获取优良的教

学成果，笔者在一门创业法律入门类课程的教学实践中，

采用以上教学方式，互动性强，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深得学生喜欢。

3.4 学生层面——主动学习、自主学习
大学生本人深刻认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法律知

识的运用是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不

可或缺的技能。让学生自觉树立法律意识，主动学习法

律知识，把被动学习任务转变为主动学习内需是大学教

育追求的目标之一，把法律学习和运用法律知识变为大

学生学习的一种常态，成为大学生构建自身知识体系和

能力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自主学习，主动学习，

大学生才能运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

律意识。

4  结语

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的竞争，

高等院校的理工科大学生是将来科技创新、发明创造的

主要群体。全面提升理工科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已提到国

家战略层面，是国家依法治国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及创

新机制战略的需要，更是培养理工科大学生成为国家综合

型、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但对理工科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培

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高等院校

和大学生个人提高认识，共同努力，通力配合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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