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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大学生法治素养现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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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重要抓手，在高校内开展法治教育，以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这对于综合性

人才培养、素质教育成果推广、社会主义法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医学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就其医学类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养成与培育现状展开了相关研究与调查。并对造成调查结果中的问题现状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建设

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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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类大学生法治素养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问题引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医疗卫生行业的逐年发展，医疗卫生行业

将采取法制化管理，利用法律来调节问题和管理卫生事业，法律将

渗透到行业的方方面面。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习近平法

治思想特别注重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在实践和改革层面上要稳步推

进依法治国理念，二是在改革开放方面要继续全面深化，三是针对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继续健全和完善，旨在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和科学水平。2020 年 10 月举行的“十三五”卫生健康事业

改革发展情况发布会上，总结了卫生健康法治建设在“十三五”期

间取得的进展，其中着重强调了在卫生健康立法工作上的突破[1-2]。

文秉承上述指导思想，针对医学类高校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内涵、医

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现状、医学生法治素养培育出现了哪些问题进行

分析，并结合实证数据得出改进策略。 

（二）医学类大学生法治素养的研究意义 

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实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大学生群体，社会对其法律素养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他们的

法律知识水平、法律观念意识高低、法律素养培育强弱对推动“依

法治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至关重要，对于综合

性人才培养、素质教育成果推广、社会主义法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建设与推动等方面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3]。 

一方面，提高医学生法治素养，是学生自身职业生涯发展的需

要，医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必须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对今后从事

的工作行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学习相

关法律知识，培育法治素养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必然要求，无论

是医生还是在校学习的医学生，都必须系统学习法律，这不仅可以

让他们拥有自我保护的工具，还能为建立正常的医疗秩序、促进就

医公平提供必要条件， 终使得医疗程序趋于规范化。 

二、医学类大学生法治素养现状的实证分析 

（一）本研究的样本和数据 

为了了解医学类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现状，我们就有关问题设

计成了问卷，在部分高校开展了系列调查。此次调查主要以河北省

内不同医学类高校的医学生为主体，共分发 4000 份调查问卷。经

过问卷数据收集及整理， 终确定本次调查共回收 3813 份有效问

卷，有效回收率为 95.3%。在被调查的 3813 名同学中，男生 853

名，占 22.37%，女生 2960 名，占 77.63%；其中 98.64%的学生为

在读生，在读生院校类别分布为：本科院校 687 人，专科院校 312

6 人；在读生年纪分布为：一年级 575 人，占 15.29%，二年级 226

7 人，占 60.28%，三年级 777 人，占 20.66%，四年级 116 人，占 3.

08%，五年级 26 人，占 0.69%；在读生所学专业分布为：临床医学

专业 366 人，公共卫生类专业 34 人，护理类专业 2808 人，口腔类

专业 197 人，药学类专业 356 人。毕业生 53 名，占 1.36%，其中 3

7 人在医院从事与医学专业相关的工作，6 人从事公务员类的行政

工作，8 人从事医药企业类的研发与销售工作，1 人从事三支一扶

（支医）类的工作。 

（二）医学类高校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基本特征 

1、法律知识欠缺 

在“我国 高立法机关是什么”一题中，10.36%的同学选择了

错误的选项，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 高立法机关这一知识

点，是大学生们在初高中阶段政治学科的必修内容。 

在“若您参加兼职或勤工俭学，您是否会主动要求与用人单位

签订合同”一题中，结合大学生会利用假期时间勤工俭学的特点，

从生活的角度分析法律意识的建立，其结果如下： 

在被调查的 3813 名的同学中，仅有 58.96%的同学有很强的法

律意识，会主动要求签合同；32.26%的同学较为被动，跟随用人单

位的意向来决定是否签署合 

同，同时，已经步入社会的毕业生在主动与用人单位签署合同

的倾向这一问题上优于在校生。 

2、法律意识养成薄弱 

笔者分别从学习法律知识的主动性、对生活中常见法律知识的

了解度、以及生活中可以接触法律的途径来展开对“医学类高校大

学生法律意识养成情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2.34%的同学已

经修读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剩余同学则是由于各所高

校课程安排不同，部分大一的同学还没有接触到这门课程；63.73%

的同学只有在需要关注相关法律知识时才会主动的去学习有关知

识，且大部分均是通过媒体宣传来获得相关法律知识；48.2%的同

学表示自己仅掌握了自己认为该掌握的知识。 

3、法治社会认同模糊 

在“医学类高校大学生法治社会认同情况”维度调查中，得到

了非常积极的反馈。97.59%的同学支持当前法治社会的建设，且认

为这一做法与大学生的法律培育有很大的联系，同时，97.77%的同

学认为医学类高校有必要开展培育医学生法治素养的公共选修课。 

三、医学类大学生法治素养现状探析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风气的影响 

医学生在报考医学类院校时一定是秉持着救死扶伤的信念以

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但由于没有完善的医疗法律体系，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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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迟没有一个合理的让双方舒适区，导致医患纠纷不断发生，且大

多数责任均是由医院和医生承担。这对医学生进入医院工作的憧憬

慢慢被打压转变为消极的情绪，医学生在高校的学习时长以及学业

任务重，本就比其他专业要任重而道远，在历经漫长枯燥的学习后

本应投入到社会工作，但因这些社会不良风气，导致医学生产生害

怕和抵触心理。有些医学生甚至放弃进入医院工作，转而投入到其

他行业。 

（二）高校教育体制的局限 

作为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作为大学生 常接触的生活

与学习环境，学校自身的法治管理情况将直接影响学生的法律信仰

度[4]。大学生在校园的生活相较于高中时充满了好奇与自由，但目

前高校教育制度都注重专业素质教育，对人文教育的重视力度缺

乏，教师无论是通过线上观看视频、完成任务点等学习方式来完成

对法律知识的传授，还是通过线下授课都难以激发同学的学习兴

趣，降低了学生对学习法学内容的积极性。 

医学生通过课堂上、生活中对法律知识零零散散的学习对法律

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不全面也不深入。他们对法律的认知

往往停留在表面，不能形成系统化的法律体系，加之在学校学到的

法律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均难以使用到，因此，学生在学习中也仅

仅是为了应付期末考试，并不是以有益于自身职业发展为目的进行

学习。 

（三）家长和老师的潜移默化 

家人和老师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牵头作用，其影响程度难

以估量。家长和老师作为学生 亲密的角色，其行为也会潜移默化

学生的价值观与心理建设。多数师长在教育学生时纸上谈兵，但其

本身法制观念淡漠，插队等违法乱纪行为层出不穷，久而久之学生

的法律观念也难以建设。同时，一些家长不健康的教育方式也普遍

存在，如溺爱孩子，暴力惩罚等。这些行为使学生难以建立正确的

价值观，也就难以培育法治素养。 

（四）个人社会感知的缺乏 

根据前文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毕业生在运用法律知识保护自

己权益的倾向优于在校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毕业生在找工作时，

由于身处社会看到了更多的社会现状，由此确立了较为正确健康的

法律意识。其次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医学大学生们往往会选择

保存自我，不会用也不敢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用法

能力不足。所以只是在书本上学习枯燥的知识，不如深入到社会实

践体验一次。当前大学生在寒暑假期间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意愿并

不强烈，多数为利用寒暑假实践打工攒学费、生活费的目的性实践，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度过假期时间，这使得学生失去了社会的体

验教育。 

四、医学类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的改进策略 

（一）社会应积极引导大众风向 

公众对于医疗纠纷以及对于医生、医院的刻板印象大多来自于

媒体报道和舆论，媒体网络作为高校大学生接受外界消息的主要途

径，已经在逐步变成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的潜在工具，其报道的新闻、

传递的价值观念对自我判断力薄弱的学生讲就是牵引他们的绳子，

所以要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管力度，提高从事传媒工作的人员综合

法治素养，确保真实全面得公开报道每一个案件，从而构建一个健

康而富有正能量的传媒环境，切实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法治素养[4]。 

（二）高校法制教育应转换方式 

高校在法制教育上的投入，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教

育。目前高校在法制教育上的投入不高，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

面弱化，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感到枯燥，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所以

丰富教学体系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其次，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职业发展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

向，学习法律知识形成法律素养，今后对于医学生从事医疗卫生行

业有极大的帮助，但因其个人没有发展的长远计划，导致对法律法

规知识学习的懈怠。因此，大学生要明确自身的职业发展，对自身

有职业规划也是高校的任务之一。 

而大学时期是学生价值观建立的良好时机，在培育学生法治素

养方面，开展实践活动，相较于常规的理论学习，实践活动可以让

学生更有体感参与，加深学习印象，还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案例探

讨来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观看医学类相关法律节目来引导其分析具

体问题，着重培养严谨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5]。 

（三）家长和教师应辅助学生建立法治素养 

家庭和教师的内部的法治观念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

外的必要补充。高校的法治教育观念不可能面面俱到，适应每一个

大学生个体的具体情况和诉求。家长应注重关注孩子的家庭教育，

同时约束自身，辅助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的建立。教师应累积丰富

的教学经验，通过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新颖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注重学生法律意识、法律精神、法律素养的培育。 

（四）个人应建立职业规划思维 

医学类大学生由于以后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在大学时代学习相

关法律知识或将成为其在工作中的利器，但目前医学生对自身的职

业规划不清晰，难以用发展的眼光看到提高法律素养的前景，导致

学习上的懈怠，对提高法律素养的积极性不高。由此，大学生应该

在步入校园时就要有合理的职业规划，不单单是学习专业知识，更

要多方面的了解今后从事的事业，从而自主的接收相关法律知识提

升法律素养。 

相较于纸上谈兵，到社会当中历练可谓是法律素养提升的 好

方式，无论是学校还是说家长、老师都应鼓励学生走进社会、感受

社会，切实体会到法律在社会中的应用，学生不该被保护在温室里。

走进社会后，尤其是进入医院切实体会今后的工作环境，提前感受

工作的氛围，真正到医学领域里去实践，发现法律素养的重要性。

重要的是，该过程中要对自身价值进行客观评价，并对对自己的未

来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从而进一步增强自身努力学习新知识，并

将之与当前社会形态相融合的信心与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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