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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

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阶

段我们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所谓素养,是

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

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起着重

要作用。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只有通

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

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重视大学生的法律

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

面推进法制建设”。通过大学法律教育,使大学生拥有较高的

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这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法律

意识和法律素养,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我国

法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教育内化为法律

素养的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功利性极强的就业至上评价体系。 

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一些高校为给非法律专

业学生挤出更多时间应付各种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考试,主动

降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软素质课程的教学与考查标准,这极

大地影响了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

育,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上,忽视对



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

自然科学等课程和知识的学习,相当一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虽

然十分熟悉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但法律素养不高。二是泡沫

化明显的法律专业重复建设。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合并和人

才市场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影响,法学教育泡沫化倾向相当明显,

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所谓的法学

专家从未参加过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这些学

校本来法学渊源不深,加上法学教师素质不全面,无法引导学生

将所学法学知识内化为深厚的法学素养。三是现实社会尚不

健全的法制环境。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

主法制建设尚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性

较差,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和特权观念还在一定程度和

范围内存在。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成

熟期,对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强、反应周期短,严肃性较差的现实

社会法制环境对他们还相当薄弱的法律素养的消解作用也十

分明显。 基于此,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是: 首先,高

校法律教育要回归重在素养的本位。即教育和人事部门必须

努力破除就业至上的评价体制,要科学定位就业与学业、知识

与素养的关系,重建就业与学业并重、学业优先,知识与素养并

举、素养优先的评价体系。高校不可随波逐流,应坚持独立的

学术精神和办学理念,消除学术泡沫,始终将素质教育摆在首

位,高度重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法律

教育内容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与哲学、史学及其他人文和自

然学科知识的融合,更加注重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层面

来解读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将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则融化在大

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内化为一种素养。 其次,法律文



明要对行为习惯起到培育作用。知识内化为素养要经历一个

不断积累、逐渐形成行为习惯,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

此,提高法律素养要重视法律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注

意借鉴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法的传统,努力营造

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围,促进法律知识与法治文明的相互渗透与

融合,促使当代大学生养成包含法律素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

惯。 再次,法律环境要形成无所不在的外部约束。法律素养的

形成并不是封闭的、单向的,而是开放的、交互式的。大学生

法律素养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

。为此,一要努力优化法律环境,有法必依,切实维护法律尊严.

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真正做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不屈服于特权,努力消除司法腐败。以此,让大学生

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权限内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

受制裁的外部约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