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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有效路径研究
平瑞琼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曲靖 655000）

摘要：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属于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课程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高校思政教育也迎来了新的

挑战，对大学生道德素养与法治观念的融合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现如今高校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将道德教

育与法治教育并重，针对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有效路径展开了以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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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定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指出，高校德育

教育要强化大学生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强化理想信念教育。道

德观念教育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强化学生的道德

认识，是为大学生宣传道德知识的重要渠道；法治教育是指对学

生进行民主法治教育，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正确认

识社会主义民主。

一、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道德修养方面

很多大学生在道德修养方面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功利主义、

自我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等。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以自我为中心，

利益至上的观念非常严重。此外，诚信缺失也是一大问题，如他

们明知道考试作弊属于违规，也签了诚信考试承诺书，但是依然

在考试中进行作弊；申请助学贷款，签订的协议是毕业后按期还

款，但却逃避或拒绝还款；毕业材料虚假包装等。很多大学生都

抱有金钱至上的观念，他们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一味贪图享乐，

游戏人生的态度正在不断地侵蚀他们的灵魂……

（二）关于法律素养方面

经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的法律观念不强，法律知识匮乏，

基本处于“法盲”一族。另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高校学生

犯罪人数占据总高校人数的 1.26%，且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每年

呈增长趋势。除了犯罪现象，违法违纪的情况屡见不鲜，且愈发

严重。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源于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欠缺，而且道德

修养与法律素养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又相辅相成，因此对大学

生开展道德与法治教育势在必行。

二、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一）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

对于大学生而言，道德教育即灵魂教育，培养他们“以德为先”

的优良品质，这是完善他们自身素质的重要基础。社会经济的发

展也需要高校重视学生道德素养的培育，为国家的发展培养更多

综合型人才。

（二）有利于改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要平台，对于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树立具有推动作用。加强道德教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徇私

舞弊、走后门等现象的发生，减少教育腐败案发生的频次，一定

程度上能够缓解教育公平问题。

（三）有利于维护学生自身的合法权益

高校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并非简单地开设法律课程这么简单，

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能够促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增

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这样能够使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

时，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符合国际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要紧跟

时代发展步伐，顺应国际形势，建立新型的教育体系。中国是一

个负责人的大国，应担负自己的国际义务。由此，高校应以应用

型人才培养为目标，提升法治教育的层次，有效完善法治教育综

合体系，提升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因此，高校加强大学生道德与

法治教育是培养与国际相接轨的人才需要，能够有效助力我国社

会的发展。

三、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方法

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应有一个系统化的流程，不能盲目和

急躁，结合大学生的性格特点进行针对性实施，可以从以下几点

出发：

（一）借助主流媒体，渗透道德与法治教育

首先，高校可以借助主流媒体开展道德与法治教育，与主流

媒体建立合作关系。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开设“大学生专栏”的形式，

关注大学生这一主流群体，这样一方面能够实现与政府、学校的

相关配合，通过答疑解惑的方式解决突出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

通过开设这一专栏，向大学生宣传我国的传统美德以及社会文明

公德，让他们了解基本的法律知识，具备一定的法治观念；其次，

主流媒体本身肩负着引导社会文明的重大职责，做好正确的舆论

导向。对于社会道德模板应大力褒奖并广为宣传，对于不法分子

和道德败类应大力批判，并及时警示社会公众，尤其是正处于身

心发展重要阶段的大学生。与此同时，还应发挥社会的力量，用

人单位在招聘启事上格外注重德才兼备以及执法守法人才的聘用，

在面试环节也要多关注大学生的品德涵养。这样一来，能够在无

形中形成一股推力，让大学生充分意识到自身品德修养以及法律

素养的重要性，从观念上进行熏陶。

（二）利用大学课堂，实现理论知识的传授

大学课堂是开展道德与法治理论教育的重要舞台，主要应注

意以下几点：一是教育的内容。在为学生传授道德与法治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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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应渗透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让学生意识到现

代文明人应具备的社会公德，并认清法制社会他们应具备的法律

知识；二是教育的方式。高校思政教育应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的方式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提升大学生参与道德与法治教育

的积极性，增强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此外，也可以通过开展情

境模拟活动的形式强化学生的认知，可以组织“模拟法庭”活动，

将实际案例搬到课堂，让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样能够真

正让学生学有所用，在角色体验的过程中也进行自我道德教育和

法制教育，同时在案例氛围的烘托下，能够给学生们带来视觉与

情感上的冲击，进而达到鲜明、有力的教学效果。

（三）利用校园氛围，组织多种教育活动

其一，无声熏陶。高校应利用好校园环境，通过张贴蕴含道

德与法治教育内容的图画，在无形中进行熏陶，起到潜移默化的

效果。这比硬性说教的效果更显著；其二，有声教育。教师可以

利用学校的社团活动组织专题性教育活动，如邀请社会楷模来校

开展讲座，让大学生听他们讲述心路历程；也可以邀请法学专家

为大学生们讲解法律法规，并呈现真实案例，为他们带来情感的

冲击与碰撞。这样一种浓厚的校园氛围，能够让大学生在丰富多

彩的活动中获得深刻的教育。

（四）开辟第二课堂，在实践活动中体验

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同样也是一种社会性教育，旨在提升

他们的道德素养与法律意识，为社会的发展培养合格的优秀人才，

最终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道德与法治教育

的过程中，不能仅限于校内，要开辟第二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

首先，要抵制校园周围不良环境的侵扰，如大学周围的网吧、酒吧、

KTV 等，这些娱乐场所合围校园，随时在诱惑着现在的大学生。

强化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要提升他们的辨别能力，增强其自

控力，强化他们抵御诱惑的能力等；其次，学校可以开展多种形

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去博物院、社区委员会、敬老院等

做公益活动，也可以去法院的审判庭进行旁听。通过这些有意义

的实践活动，现身说法，同时也让其检验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法律

素养，并从中接受正确的教育；再此，学校可以鼓励学生在自己

的家乡或是社区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帮助弱势群体拿起法律的武

器。这样不仅能够强化学生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且还通过身体力

行更好地接受道德与法治教育。

（五）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端正理想动机

理想信念教育对大学生的成人成才也有着关键作用，但是很

多大学生理想信念淡薄，不够坚定，甚至也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影

响着他们的思想。高校应借助课堂这一主渠道，以渗透理想信念

的形式深思政教育。主要有二：一是强化教师团队建设，提升他

们的理论专业知识，能够在课堂教学中旁征博引，善于利用鲜活

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二是改善现有授课形式，更多地关

注学生的参与性与体验感，如采用小组合作模式、案例教学法等，

让他们针对最新的时政内容进行讨论，启发他们的思维，从中获

得树立理想信念的价值。

此外，随着现如今新媒体教育形式的不断发展，教师也应意

识到其在培养学生理想信念中的作用，善于以微博、短视频等形

式为学生渗透理想信念教育。主要有二：一是学校新闻广播站开

设“理想信念”专栏，学生可以在此网站浏览多种教育资源，如

红色电影、最新实事评析、红色微视频等，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

对理想信念的认知；二是我们可以借助微信公众平台、短视频平

台等实现与学生的互动交流，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借此对教学

内容进行调整，以更好地渗透理想信念教育。

（六）融合家庭教育，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家庭是培养人类健全人格

的重要机构。家庭是大学生接受教育的第一场所，也是影响他们

人格与品质的重要因素。因此，高校应切实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

育相结合，结合学生的性格、成长环境等进行针对性教育，这样

不仅便于高校开展道德与法治教育，而且也让家长对孩子们的教

育与成长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通过这样一种互动沟通的家校

联动模式，也能够促使家长对孩子进行针对性教育，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达成教育共识，对于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树立与法律素

养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此外，为了更好地提升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家庭还应积极参

与到学校的法治教育活动中，与学校共建家校联动模式。在家庭中，

家长可以与孩子们共同讨论社会事件等，也可以为孩子报名参加

当地的暑期法治教育活动。这样能够构建多方联动的育人机制，

共同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

总之，大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培养影响着祖国未来的发展。

因此高校应强化道德与法治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素养，增

强学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全面推进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此外，

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应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互动式立体教育

模式，多渠道、全方位渗透道德与法治教育，有效培养大学生的

道德观念与法律意识，促使他们沿着正确的人生轨迹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邓映婕 . 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与路径构建 [D]. 华东政法大学，2016.

[2] 马振洲 . 大学生德治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D]. 西

南石油大学，2016.

[3] 刘苏仪 . 新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实现

路径研究 [D]. 北京林业大学，2019.

[4] 王馨 . 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实效性研

究 [D]. 桂林理工大学，2019.

[5] 刘博文 . 高校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融合研究 [D]. 北方工业

大学，2017.

基金项目课题：重大疫情应对与大学生道德与法治教育途径、

方式创新研究

基金级别：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2020Y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