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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精神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孟  佳  王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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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是对宪法地位

和效力的确认，也是对宪法权威性的最有力的保障。大学生是国家的高

级人才，党和国家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还应具

备较高的法律知识和良好的法律素质，特别是宪法方面的知识和意识，

以便将来走向社会后能够起好模范遵守宪法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中宪法精神的培育对于弘扬宪法精神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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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宪法和学习，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首要任
务，是进行其他建设的基础。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
弘扬宪法精神就要大力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宪法精
神，推动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宪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
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超越宪法法律的行为。更好发挥宪法
的作用，从而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和推进依法治国。 

一、宪法精神的内涵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

意志的集中体现。弘扬宪法精神是维护宪法的基本要求。宪法精
神，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精神；
二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三是改革开放的精神；四是实
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一）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精神 
1982 年通过的现行宪法是由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颁布。

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具体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特征，分别是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这三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在现行宪法中
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工人阶级
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是我国政权的基础。工人
阶级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人民
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模式，宪法序言第 6 段写道，“人
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二）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 
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是维护我国统一的根本政策。宪法序言

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宪法中用“中国各族人民”，而不是用“中国人民”以示
团结。宪法中其他地方也都提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充分保障全
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权益，不得有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
的行为，都体现了我国的宪法精神中体现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
一。 

（三）改革开放的精神 
宪法的许多条例都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例如，宪法序言

第 7 段中就规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
制度”，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就有改革的意思。1993 年，第一次修
宪时在这个规定的前面增加了“坚持改革开放”，因而更加明确
了这个精神。宪法第 14 条规定：要“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
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
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
改进都是对我国的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在对外开放方面，宪法中
也有相关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
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
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允许外资
在我国发展，吸引外资，推动国内外经济之间的交流是对外开放
的充分体现。 

（四）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实事求是共产党的一直以来的优秀传统，也是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我国宪法里也体
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这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之下
所体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精神内容。 

二、大学生宪法精神培养的必要性 
弘扬宪法精神，提高对于宪法精神的认识，从而更好的忠实

地遵守宪法、捍卫宪法，对每一位公民而言，尤其是对于大学生
而言，都是责无旁贷的。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中坚力量，他们对于宪法精神认识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宪法的
贯彻和实施，影响到宪法的最高权威的树立。因此，在思想政治
教育中加强对于宪法精神的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对于宪法的贯彻
和实施以及当代大学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党和国家对于青少年群体进行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教
育是十分重视的。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培育“四
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其中就提到了纪律的重
要性。江泽民同志提出在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也要
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以改善我国学
校教育存在的青少年法律意识不强、法治观念淡薄的现象。思想
政治教育是青少年接受新思想的重要途径，也是宣传宪法精神的
重要方式，因此要加大宣传力度以增强他们的宪法观念，加深对
宪法精神内涵的深刻理解，自愿维护宪法精神，促进宪法的实施。
胡锦涛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宪法时发表讲话指
出，必须坚持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切实保证宪法的贯彻实
施，充分发挥宪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由此证明，我国高度重视宪法精
神的培养，并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强调要重视宪法精神的培
养，加强宪法精神的教育，提高学生对宪法精神的认识，认真学
习遵守宪法，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次，弘扬宪法精神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自从
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
方略之后，依法治国就成为我国发展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部署，贯
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还需要社会全体公民对宪法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增加
大众对宪法的认识，从而更好地维护和遵守宪法，宪法是我国的
根本大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它不同于一般的法律精
神，宪法精神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
方法和基础，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
的中坚力量，也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要认真学习宪
法，弘扬宪法精神。 

最后，宪政建设的相关实践也体现了大学生学习宪法精神是
十分重要的。法律的执行、维护和遵守是由一个国家的公民来完
成的，宪法又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制定实施的基础，
因此，宪法能否有效也决定了其他法律的执行，而宪法能否得到
认真执行，遵守和维护，与公民是否遵守宪法精神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波折和阻碍，但是，只要大
学生认真学法、懂法、守法，为我国依法治国建设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就能克服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曲折，为建设法治国
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大学生宪法精神培养的路径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最根本力量，

需要全社会都要学习和遵守法律。自觉弘扬宪法精神，而大学生
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是弘扬宪法精神的重要力量，因此大学生对
于宪法精神的认识程度直接影响了我国宪法的实施。思想政治教
育课是宪法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增加宪法精神
的内容，以增加大学生对宪法精神的认识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
素养，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奋斗。 

（一）加强宪法知识的宣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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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知识的宣传是进行宪法精神的基本，只有对宪法的内容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才有可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
了解了宪法的更多基础知识之后，领会了宪法精神基本精神之
后，才能将认识转化为行动，在实际生活中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在宣传教育方面，可以根据当代大学生的性格特点，不断丰富宣
传教育方式，例如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宣传教育，在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平台宣传宪法知识，增加大学生的接受程度，增强宣传的
有效性，扩大宣传面，以达到宣传宪法内容的最佳效果。同时也
可以通过讲解典型范例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等。 

（二）立足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宪法教育 
学校要突出宪法的重要性和宪法教育的核心地位，就应该开

设相关课程，让宪法真正进课堂，同时要采用必修课和选修课结
合的方式。比如在教育中，就对宪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比
如宪法的概念、本质、特征、基本原则等，并且还介绍了宪法的
基本制度，在对基础知识进行讲解之后，又教育大学生要从实际
出发，与现实情况相结合，并配有典型案例，以增加大学生对宪
法的认识，积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民主、法治、权利、义务等，
使大学生认识到宪法与自身生活发展有密切关联，使他们更加尊
重宪法，激发大学生学习宪法的热情，除了在《思想道德修法律
基础》课之外有对宪法的介绍，其他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也有
相关的内容，将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从而更好地领会宪法精
神。 

（三）明确教学内容，改变教育方法 
宪法精神的培育，是要建立在学生对宪法内容的充分了解之

上的，要通过对宪法知识进行讲解，让学生热爱宪法，尊重宪法。
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在讲解理论内容时，要让学生明确宪法的内
容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在教学方法上，充分运用经典
案例分析、热点问题讨论、社会调研等方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课内外相结合，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增强培育大学生的宪法精神。
国家和学校的有关领导和广大人民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培养宪法
精神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要认真对待这项教学任务，把
宪法知识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着重讲解的宪法的本质、特征等

基本内容，使大学生在思想上确立宪法精神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
的行为准则，。 

（四）改善课堂理论教学，精心设计教学环节 
除了给学生讲授基本理论知识外，还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组织学生对现实案例进行小组讨论、分析，增加他们对于宪
法问题的理解，不断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宪法的能力，引导学生从
现实生活中提高对于宪法的认识。除了课堂教育之外，也要组织
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宪法宣传活动，在实践活动中更加深刻
的认识到宪法精神中的重要性，引导学生认识到拥有宪法精神对
自身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使大学生真正形
成尊法、守法、懂法、的宪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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