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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现状调研报告

——以松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王光雪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 马列教研部　吉林　松原　138005

摘　要：高职大学生作为当代大学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法治素养的有无、强弱直接影响着法治中国梦的进程，影响

着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甚至关乎到全民小康社会的构建。本文以松原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为例，分析了高职学生法

律意识现状以及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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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法治素养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民的整体法治素

养，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评判标准之一。高职大学生

作为当代大学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法治素养的有无、

强弱直接影响着法治中国梦的进程，影响着法治中国建设目

标的实现，甚至关乎到全民小康社会的构建。高职学生正处

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

期， 学校要对高职大学生进行正确教育和引导，督促高职

大学生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从目前松原职业技

术学院法治素养教育来看，虽然在所有的院系开展，但效果

仍差强人意。很多学生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针

对此现状，笔者在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法律意识现状问

卷调查，以期能全面掌握学生法治素养现状，探究行之有效

的教育模式，为学院的法治教育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思政

课教育教学改革。

一、调查情况说明

1. 调查目的

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作为思政课

教师，必须思考学生是否具有法治思维，是否能够用法治思

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学法、知法、守法、用

法”。为进一步了解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制教育现状，

为学院下一步有针对性的开展法治教育提供参考，为法治教

育做铺垫。

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师范分院、工程技

术分院、农牧科技分院三个系部，小学教育、汽车检测与维

修、建筑工程、畜牧兽医等十二个专业，大一、大二、大

三三个年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以无记名、扫描二维码的方

式进行调查。

3. 调查内容

为全面了解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笔者以思政

课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２０１8 年版）中

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内容为基础，设计了 19 道题目，主要

对高职大学生在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1）共发放问卷 1605 份，回收有效问卷 1605 份，回

收率 100％。其中女生 1436 份，男生 169 份。男女比例为 9：1。

高职一年级 893 人，占总人数的 55.64％；高职二年级 667 人，

占总人数的 41.56％；高职三年级 45 人，占总人数的 2.8%。

（2）在知法、学法方面，针对高职大学生对法律知识

的态度及获取法律知识的教育途径方面，选取 7 道题目，为

今后提出具体的教育途径、措施提供了依据。

（3）在守法、用法方面，选取 6 道题目，主要考察高

职大学生为维护法律的尊严，是否能够将所学的法律知识运

用到实际生活，是否能够表现出坚强的守法精神和护法品格

状况。

二、调查结果

1. 在知法、学法方面，主要调查高职学生对法律的关

注程度，关于本方面研究，设置了三个问题，当被问到对于

“法律素质是当代大学生的必备素质之一”，这句话非常赞

成的有 88.79%，基本赞成的有 10.78%；当被问到“是否学

习过法律知识？”，61.87% 的同学选择是，但了解得不够深；

“您认为法律与学习、工作和生活关系如何？”，89.03%

的同学选择关系密切。 当被问到“您在日常生活中会主动

学习法律及其相关知识吗？”有 5.55% 的同学选择从来不

会，77.2% 的同学选择有时会，17.26% 的同学选择经常会。

这表明大多数的高职大学生还是比较重视、关注法律知识，

都认为法律与学生、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但是对法律知识

的了解不够深，甚至有的同学从来不会主动学习法律及其相

关知识。

2. 在守法、用法方面，主要调查高职学生对法律类课程

的态度、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以及对法律知识的应用。

（1）在“您对大学开设法律相关课程的看法如何”

这一问题中，有 1.37% 的同学选择了没必要，浪费时间；

11.46% 的同学选择了无所谓，可有可无，87.17% 的同学选

择了很有必要，帮助很大。

（2）当被问到您认为您目前学习中的主要问题是 ? （可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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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被问到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你认为自己学到了多少法律知识时，有 63.3% 的同

学选择了从这门课程中学到了很多。35.14% 的同学选择了

学到了一部分；仅有 1.56% 的同学选择了这门课形同虚设。

（4） 当被问到如果学校开设相关法律知识选

修课程，你是否愿意继续学习时，有 93.33% 的同学选择了

愿意继续学习，仅有 6.67% 的同学选择了不愿意。

由此可以看出，高职学生对法律课程及法律知识的态

度还是比较端正的，学生们愿意学习法律相关知识，渴望了

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5） 在“您认为自己目前已有的法律知识，能

否应付日趋激烈的竞争 ?”这一问题中，有 21.68% 的同学

选择能，有 46.23% 的同学选择基本能，有 32.09% 的同学

选择不能。

（6） 在“如果让你对自己的法律意识进行打

分？”这一问题中，有 2.99% 的同学为自己打了 1 分，有

13.02% 的同学为自己打了 2 分，有 50.78% 的同学为自己打

了 3 分，有 17.88% 的同学为自己打 4 分，有 15.33% 的同

学为自己打，满分。

（7）当被问到“你在购买商品时会索要发票吗？”这

一问题时，有 30.4% 的同学选择经常会，有 57.26% 的同学

选择偶尔会，有 12.34% 的同学选择从来不会。

（8）在“我国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是”这一问题中，

有 83.74% 的同学选择了正确答案。

（9） 在“ 会 加 入 好 友 推 荐 的 一 些 陌 生 的 校 园 兼 职

群吗？”这一问题中，有 89.66% 的同学选择不会，仍有

10.34% 的同学选择会。

（10）在“网上刷单赚钱的任务会接吗 ”这一问题中，

有 91.96% 的同学选择不会，仍有 8.04% 的同学选择会。

（11）在被问到“如果您的电脑、手机等贵重物品被

盗了，您会怎么做时”，仍有 1.5% 的同学选择自认倒霉，6.42%

的同学选择自己想办法解决。（12）您对 “一个人为一元

钱打官司” 的看法。由此可以看出，高职学生在学习相关

的法律知识以后，能够具备一定的法治素养，在实际生活中

运用法律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13）您的法律知识主要来源于哪里？ （可多选）

由此问题可以看出，高职学生法律知识的获取渠道是

多方面的，但是学校的课堂教育和宣传仍然是主渠道。

三、问卷体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来看，高职学生法制意识方面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高职学生对法律知识缺乏关注，自身的法治素养

有待提高，由于缺乏法治思维，对法律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缺乏信任，进而不愿意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传统的法律知识教育中，大多以法律宣传为主，

开展法治教育的形式单一，内容也不够系统。

二是法律教育活动较少，途径单一。高校主要通过思

政课教学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法律知识在该课程中只

占一章，且多是法律知识的简单罗列，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

也只是简单的介绍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各个部门法

的含义，结果是老师讲授的法律知识不少，学生只是记在笔

记里，划在书本上，并未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目前，松原

职业技术学院并没有积极开展法制讲座、法律知识竞赛等第

二课堂活动。对于培养大学生树立法治观念，法律信仰等目

标，难以通过简单的课堂教学完成。

根据当今社会情况及学校、学生的情况，我们分析出

以下几点原因：

1. 高职学生自身因素的作用

高职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

阶段，思想、心理还不是很成熟。加之高职学生自身综合素

质较差，对学习的兴趣不浓，大多数学生都把学习的精力投

放在专业课的学习上，从而忽视了法律知识学习。因此大学

生没有深入学习法律知识，没有扎实的法律基础，法律意识

自然不会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

非法侵害，高职学生也不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加以维

护，部分大学生甚至根本没有诉诸法律的意识。

2. 高职院校现行教育制度和模式的固有弊端

在进入高职院校之前的教育中，并没有关于法律知识

的深入系统的教育。而进入高校以后，法律知识也只是在《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有所涉猎，各高职院校并没有

针对性的开展法律教学，考试也只是要求通过即可，不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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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提高学生的法治素养。

四、对策研究

从整体来看，高职大学生的法治素质不高，法律意识

有待加强。经过认真研究分析，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

方面解决。

1. 高校应重视学生法律教育，尤其是高职院校，在学

生成长的全过程中，将法律教育贯穿其中。突破传统的课堂

教学，在目前的课程体系中，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开设专门的

法律课程，只在政治课堂当中涉及了一点点法律基础知识，

简短扼要的介绍了少量的法律基本概念，并且相关的法治教

育活动几乎没有。在青少年犯罪低龄化趋势之下，这种状况

必须改变。

2. 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提升教学实效。想要

加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才能

满足高职学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才能达到培养大学生法律

意识的根本目的。高职院校对于学生的法律教育，多依赖于

公共基础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在有限的课堂教

学当中，要侧重于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尽可能的整合教学

内容，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实际需求，要有针对性。要针对

不同系别，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各有侧重。这样有

利于对教育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使教学有一定的深度，其针

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将大大增强，教学效果也有明显提升。

避免出现书本上泛泛而谈， 面面俱到，而学生无法解决实

际问题的现象。

3. 丰富教育形式，注重守法用法。要在实践中巩固学

生的法律知识，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不能局限于校

园、课堂当中，要通过举办演讲比赛、法院旁听、模拟法庭、

法制教育专题报告会等活动，学校还可充分利用互联网等资

源，在校园网上、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开设法治教育专栏，

专门进行法治宣传与教育，帮助学生解答实际生活、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也可以在课堂教学中，以社会热门事件入手，

引导学生客观冷静的分析问题。加大法治宣传力度，让学生

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主动的了解法律，学习法律，培养自

己的爱国守法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促使学

生在行动中形成法律自觉，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

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树立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坚定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4. 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和氛围

（1）坚持依法治校。高职院校要根据学生思想活跃，

活泼好动的特点，营造积极向上的法治氛围。如：利用电子

显示屏，播放法律格言，悬挂法治宣传横幅、定期举办法治

宣传教育周活动，运用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对其

进行法治教育。同时，学院党员领导干部和各部门要要依法

办事，按章办事，让学生明白什么能做，什么该做

（2）严明校风校纪，杜绝人治思维。由于学校没有严

格的执行制度，致使高职学生对制度置若罔闻，法治教育效

果大打折扣。因此，只有严肃校规校纪，严格执行制度，充

分发挥制度管人的作用，降低人为干预，才能营造出更良好

的法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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