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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要和青年大学生的时代属性，查清学生

法治素养教育现状，是高校学生开展法治素质教育的基础。由于青年及

大学生的法治素养教育研究报告较多，但较少针对高职学生。本研究全
面调查新时代高职学生法治素养教育现状及成因，为后续法治素养提升

提供研究依据和实践数据，并建构以学生法治素养为核心的教学质量评

价标准，基于法治素养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精神四
个方面对高职学生的法治素养评价体系，有效解决教育重培育轻效果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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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并将其作
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
加强法治素养教育要从青少年抓起。而高等学校是青年法治素养
教育的基础，高职院校学生法治素养教育质量和效果的好坏，直
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对保证高等职业教育目标的实
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高职学生法治素养存在的问题 
青年是国家发展的储备生力军，肩负着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但据有关调查，目
前高等学校大学生法治素养不容乐观。 

（一）高职学生法律知识欠缺。青年学生法治素养的提升依
赖于学校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培养。目前，高职学生法律知识的
习得主要依托于思政理论课以及专业法律课程，其中“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青年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基本法
律条文的缺失直接导致青年学生法律知识的欠缺。 

（二）高职学生法治思维不全。法治认同是指公民相信法律
和尊敬法律，以法律作为行动的指南和引导，根据法律治理国家、
进行法活动、行使法律权利。[1]习近平同志指出：既要引导人们
遵守法律，也要逐步树立法律的权威于广大群众干部。[2]提高法
治素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和提高青年学生的法治认同感。
但目前高职学生还是难以遵法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三）高职学生法治能力偏低。建设法治国家是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需要每个公民守法、用法并捍卫法治。法律能力是公民
依据国家的法律规定，调节自身行为准则，做出合法的规划，目
的在于预防和解决法律问题，维护社会公平和谐的秩序。当前，
在课堂上学习法律知识是难以有效培养青年学生的法制能力的，
还需要法律实践的积极配合。 

（四）高职学生法治精神不够坚定。法律的效力是指法律具
有的约束力，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3]全体公
民只有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才能
理解法治、认同法治，进而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 

二、高职学生法治素养评价体系构建 
个人的法治素养不仅包括法治教育层面，还包括法治的思

维、理念和方式等丰富内涵。因此，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主要包
括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精神四个方面，可从这
四方面构建高职学生法治素养评价体系。 

本文拟立足于国内部分高职院校，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形
式全面了解学生法治素养教育现状。本次调查线上线下共发放问
卷 1532 份，收回有效问卷 1485 份，问卷有效率 96.93%，其
中，33.33%为男性，女性占比 66.67%。大一占比 53.33%，大二
占比 36.12%，大三占比 10.55%。城镇生源占比 13.33%，农村生
源占比 86.67%。 

（一）法治意识方面。所有调查用户均表示我国具有最高法
律效应的是宪法。有 86.67%的学生表示自己对法律法规的了解
是源于学校。但自己对掌握法制知识程度的评价是比较匮乏的用
户占比 33.33%。据了解，法治意识淡薄的原因主要有：受社会
风气影响、教育宣传不到位、个人价值有偏差等。大部分青年学
生几乎没有学习过任何法律条文，学习内容又过于肤浅，谈不上

对其的深入了解和理解，更谈不上对法治价值的探讨和法律精髓
的认识。长此以往，很容易导致青年学生形成错误的法治意识。 

（二）法治思维方面。据调查，有 26.67%的学生认为法制
意识与当前学习生活的关系一般。有 6.67%的学生表示不相信法
律，另外还有 20.23%的学生认为法律法规还完善，目前还不能
完全维护自身权益。在问卷“如果在生活中遇到自己索要发票，
却遭到商家拒绝，您会怎么做？”中，有 33.33%的同学选择了
“那就不要了，反正东西都买好了”。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只是掌
握了法律理论和法治观念，而面对社会中的法律案例，不知如何
运用法治思维去贯彻法治精神，更难以维护法律权威，从而导致
一些学生即使对相关法律有一定了解，但是心存法不责众或是侥
幸心理，在面对选择时言行不一，知法犯法。 

（三）法治方式方面。仅有 13.33%的学生认为自己日常生
活中的法治观念很强，能意识到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利。因
此，只有在实践中培养法律能力，才能够有的放矢。但在现实中，
当遇到法律问题时，只有极少数学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
其中，有 24.67%的学生认为可以通过人际关系解决，他们运用
法律的能力仍需提高。 

（四）法治精神方面。法治精神包含两方面，一是精神内涵
（权利义务观念、规则意识、契约精神）；二是法治信念和法治
信心。根据数据显示，当遭遇社会不公平时，有 93.33%的高职
学生表示会寻求司法保护。这从另一层面也说明了我国法治精神
深入人心。 

三、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的对策 
（一）多渠道开展法治知识宣传活动。青年学生法治素养的

提升主要依赖于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培养。法律知识内容的取舍应
具有针对性、具体性、依托性。因此，高校可以开设法治相关课
程，详细解读重点法律条文。还可通过课堂、讲座或者多媒体形
式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扩展法治教育信息的来源。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校法律实践活动直接关系到青
年学生法律能力的提升。法律实践过程具有互动性、实用性，而
单纯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法治思维的训练无法有效提高学生运
用法律的能力。青年学生只有在真正面对问题和难题时，才会积
极运用所学过的法律知识。 

（三）加大对法律案例的研读。法律案例是违法犯罪行为的
具体体现，通过法律案例的了解和学习，可以使青年学生更直观
地感受法治的力量，获得强烈的法治认同感，预防和减少青年学
生违法犯罪行为，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与主
动性，从而提高学生对法律教育学习的自觉性。 

（四）丰富校园法治文化活动。通过开设形式多样的法制教
育活动，在校园里营造出懂法用法的氛围。大力宣传宪法、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毒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与高职院校学生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公民意识、守法
意识、权利义务意识、自我保护意识。 

（五）树立法治信仰。高职学生是社会人才的储备库，更应
该注重信仰观念教育，树立法治信仰观念。坚信并实行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的做
宪法和党的信仰者实践者和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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