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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中，大学生作为至关重要的建设主体，大学生的法治意识与道德修养都会对我国依法

治国的建设进程起到明显影响。在此情形下，在高校教育过程中，应加强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之间的良好

融合，逐步提升大学生的法治认知，和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保障双方融合要求的实现。所以在双方实

际融合的时候，要保证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加强对法治国家的建设。本文分析了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

育有效融合的意义，提出了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的措施，以此为将来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参

考，为高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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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以来，高校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作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问题，促使我国高校教育事业进入到新时代环境

下。值得重视的是，在高校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实际融合

的时候，需要面临许多处理与解决的问题。双方的融合应

该是艰巨且复杂的任务活动，一方面要严格遵守法治教育

的实际规律，另一方面严格遵守道德教育的规律，实现双

方的良好融合，保证高校教育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1  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的意义分析 

1.1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质与道德修养 
在我国落实依法治国之后，促使法治社会建设进程逐

步加快。在此情形下，高校应实现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之

间的良好融合，这样可以对大学生的法律认知和道德意识

进行培养，逐步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在当前的高校实际

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明确与承担自身的实际职责，实

现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之间的充分结合，促进大学生的健

康成长与全面发展，为我国现代化社会培养高素养的特色

化优秀人才。全面依法治国代表着我国已经进入法治的新

型时期，在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因此，高

校应强调对大学生法律认知和素养的培养，尤其是在当今

社会环境下，提高大学生的法治观念非常重要，也要对他

们的法治精神进行培养。 
1.2  有利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良好结合 
由于我国历史的影响，要求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之间

的良好结合，特别是在当前的全面依法治国大环境下，要

实现双方之间的充分整合。在此情况下，高校应增强法治

教育和道德教育之间的良好融合，这样对双方之间的良好

融合起着促进作用。现阶段，我国正在向着现代化国家治

理体系的方向迈进，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依赖法治实现。

然而，法治建设要经过教育，逐步提高大学生的法治精神。

在高校教育教学活动当中，教师应结合依法治国、以德治

国的实际需求，保证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之间的充分整

合。经过这样的融合性教育，确定双方之间存在的实际关

系，将其充分融入进高校教育中，为社会培养优质人才，

得到优秀人才的支撑与保证，营造良好的氛围。 

1.3  有利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校教育事业在实际发展时，

要将立德树人的任务落实到位，严格遵守新时代思想，将

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战略落实到位。在此情形下，高校要

重视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之间的良好融合，培养大学生的

综合素质。习总书记曾经指出：“要为我国培养民族复兴

的时代新人。”新时期，这是我国高等教育需要承担的历

史使命，通过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之间的充分融合，不管

是实践教育工作，还是顶层设计，都应该实现法治教育内

容的多样性，保证其和法治教育之间充分整合起来。与此

同时，高校应归纳总结过去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实际经

验，保证双方的良好整合，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要求相符，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2  高校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效融合的措施 

2.1  实现高校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 
不一样的教学方法会得到不一样的教育质量与成效，

在现阶段的高校教育过程中，教师要面对法治教育和道德

教育之间融合存在的问题，实现教育方式方法的革新，保

证高校课程活动的高效展开。要想实现双方之间的充分融

合，教师应使用专题教育教学方法，让法治教育和道德教

育的知识内容在某个板块当中进行讲解，不只是向大学生

讲解道德知识点，也让大学生掌握法治内容，避免双方的

割裂。对于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他们主要是“00 后”，教

师在实际教学时，要依照大学生的认知规律与思想行为，

依照当前的社会热点事件，针对大学生展开法治、道德等

方面的教育。除此之外，鼓励教师开展大学生实地教学活

动，例如，学生对纪念馆和博物馆等进行参观，之后对大

学生展开教育教学。凭借革命先辈的事迹，不断熏陶大学

生，让他们拥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有效提高他们的爱国主

义情怀，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使命感以及责任感，实现法治

理念与道德理念的良好融合，指引大学生在成长发展过程

中树立准确理念。在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良好融合的时

候，教师应指引大学生实现知行合一，充分应用理论分析

方法，对实际生活当中的社会现象进行识别以及分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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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大学生树立准确的三观。 
2.2  有效提高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力度 
在当前的高校教育中，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都非常重

要。只有实现双方之间的良好结合，才能够促进高校教育

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想实现双方的良好整合，要由

制度制定、实践活动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对大学生展开教

育。一方面，教师要转变过于片面的意识，实现道德教育

和法治教育之间的良好融合，充分意识到双方之间存在的

实际关系。因此，高校应该举办相应的论坛活动以及讲座

活动等，或者是成立专门的法律社团，吸引大学生的注意

力与焦点，指引大学生积极投入到这样的社团当中，让大

学生充分感知到法律独有的魅力。另一方面，教师在课堂

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实现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之间的充分

融合，针对非法律专业大学生展开法治教育，逐步提高实

际教育教学力度，防止在基础课程活动中轻视法律、重视

道德。与此同时，大学生在对法律知识技能进行实际学习

的时候，要被马克思主义观点所影响，让大学生深入意识

到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之间存在的实际关系，树立正确的

理念，将法治思维方式深入到大学生的心里。此外，营造

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高校应依照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实

际规定，保证课堂教育教学活动的规范性，对大学生的实

际生活行为进行管控，和大学生日常生活紧密贴合，将法

制观念渗透校园环境建设当中。高校也要实现校园文化建

设和法律法规之间的充分融合，让大学生在良好的校园当

中获得更多，指引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2.3  营造良好的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氛围 
高校是为我国社会培养高素养优秀人才的重要场所

与摇篮，通过创设良好轻松的校园环境，指引大学生投入

到创造性、创新性学习活动当中，将大学生的内在潜力充

分挖掘出来。通过良好氛围，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法治认知，

培养他们的道德修养以及法治素质，指引大学生针对我国

道德、法治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知以及了解，让大学生可以

辨别是非，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并且对高校教育进行配

合，逐步提升大学生参与到实际教育活动当中的自主性以

及积极性。在当前的高校教育教学活动当中，要实现法治、

道德教育力度的强化。为了保证此方面工作的顺利展开，

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实现双方之间的充分融合。通过这样

良好的氛围环境，能够让双方之间的融合更加高效合理。

此外，高校也要重视对法治文化和道德文化的全面建设。

比如，在传统节假日的时候，高校可以充分运用社团进行

宣传推广，让大学生投入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种团学

活动当中，并且举办相关的主题展览和讲座活动等。经过

浓郁的校园环境，指引大学生投入到具体的学习中，让他

们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提高综合素质与水平。例如，在

教室墙上面可以设置和法治教育、道德教育宣传相关的文

字或者是图片等内容，也可以制作相应的浮雕等。高校也

要为大学生提供多个方面诉求表达的重要途径，尽量在萌

芽时期更好地处理大学生合法权益被侵害方面的问题。 
2.4  制定完善合理的高校课程考核制度 
目前，高校法治教育在和道德教育实际融合的时候，

应制定合适的课程考核制度，保证高校教育教学的质量

与可靠性。一方面，高校应转变传统的考核观念。在课

程考核时，不仅仅限制在课本方面，教师应该培养大学

生的发现、分析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指引他们对平时

生活进行观察。所以在高校课程实际考核的时候，教师

应实现法治素养、道德修养和知识技能之间有效结合的

考核方式。另一方面，教师应运用多种考核方式方法。

高校在实际考核大学生的时候，要使用闭卷和开卷有效

整合的方式。开卷属于教材知识内容的全面升华，教师

要强调对大学生分析、处理问题等方面技能的培养。针

对某些必要性的知识点内容而言，大学生要通过不断记

忆进行巩固。经过闭卷和开卷有效整合的方式对大学生

进行考核，实现教材体系向着教学体系的有效转变，保

证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之间的充分融合。除此之外，教

师也应该重视大学生平时实际表现方面的评价。在对大

学生的法治素养、道德修养进行实际考核的时候，应该

体现在平时的时候，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修身便是重要

的教育目的，在法治教育过程中，应让大学生实现法律

知识的内化于心。在双方有效融合的时候，大学生不只

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也要形成健全人格，重视自身的

管理。所以在当前的高校教育中，教师应重视对大学生

道德修养和法治素养的培育。 

3  结语 

总之，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要想

对大学生的法治观念与道德意识进行培养，应实现法治教

育和道德教育之间的充分融合，指引大学生投入到具体的

学习活动当中，指引他们学习与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树

立正确的法治观念与意识，这样可以让大学生将自身掌握

的知识点充分落实到位，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处理，逐步提

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大学生的道德

修养，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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