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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5_A4_A7_E

5_AD_A6_E7_94_9F_E7_c36_50635.htm 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

道德支撑，构建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培育德才兼备的现代

大学生，对实现我国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

会生活的多样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对传统社会道德伦理形

成了极大的冲击，近年来，一些学生在自我价值的选择上忽

略了奉献性，趋向功利性，个人主义思想膨胀，校园里出现

各种不正之风。对大学生的现代法律意识和社会道德的关注

和培育，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胡锦涛同志适时提出要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八

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道德要求和价值导向，是我国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时代

精神召唤，为当代大学生培育现代法律意识构筑起了厚重的

道德基础和文化精神底蕴。因此，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

施强化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道德素养的构建与培育： 改革教

育观念，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构建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

融为一体，放在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首位 法律意识是一种

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

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

要素的有机综合体。法律这一目的的实现除依赖国家强制力

外，还必须依赖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的普遍提高。

当代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构建可以使他们自觉按照法所体

现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去规范自己的言行，大学生因其在社会



中的特殊角色地位而必须树立现代法律信仰。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有序运行，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要

求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树立一些现代道德理念。

没有道德基础，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法律又是道

德的最后防线。法律和道德是共进、相济、并用的统一关系

。当代大学生要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必须首先从找回我们的

道德开始。法治的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物质层面或者制度层面

的现代化，其必须扎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最终实现

人的现代化。因此，大学教育应改革教育观念，应充分重视

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构建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育，把其

放在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首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曾说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自我教育的境界”。将现

代法律意识内化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意识，以道德自律来实

践法治精神，通过现代法律意识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育与

熏陶，重建大学生的精神家园才是行之有效的。 以《法律基

础》课教学为主要渠道，强化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和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法律基础》课是高校所开设的本专科

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教育部还将它列为德育三大主干课程之

一，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学习法律知识，要达到既掌

握法律这一重要武器，又提高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因此

，应充分利用这一教育资源，作为高校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和

道德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摒弃目前把《法律基础》课仅仅

视为灌输法律知识的教学观念，把教学的宗旨定位在培养大

学生现代法律意识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学生对生活

进行思考，由道德教育引导入门，在充分认识、理解胡锦涛

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同时，



通过法律认识和法律评价两个环节，了解法律、学习法律，

在建立坚实荣辱道德观的基础上，既能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

，又能把学法与育人有机统一起来，让学生知道什么是“荣

辱”及“公平”、“公正”、“正义”。 实行“依法治校”

，营造培养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校园氛

围 大学生法律意识来源于现实的土壤，环境因素对其民主法

制观念的正确树立至关重要，而这个环境因素对于大学生而

言最直接的莫过于高校自身。正确处理高校和大学生之间的

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理顺学校和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

与老师、学校与社会甚至与家长的道德、法律关系，使其生

活在一个公正、平等的法治环境中，才是培养、树立大学生

荣辱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最基本、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高校

管理者和教师应树立起“依法治校”“以德育人”的观念。

首先，学校所有规章制度应该切实保障学生的权利，与国家

的法律法规相一致，不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在日常管

理中，特别是对学生违规违纪的行为，要依法照章处理，决

不能因人而异、因人而改，为学生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给

学生树立“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榜样。建立法制化的校

园环境应着重防止高校管理中的权力“越位”现象的出现，

其核心内容是防止高校行政权力的泛化，应强化高校管理制

度的法制化，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其次，要建立健全申诉

机制，鼓励、允许和支持学生进行咨询和申诉，使学生的合

法权益能得到及时的保障。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宣扬时代新

风尚、社会主义荣辱观，使之成为大学生的道德规范行为准

则和人生指南。注重把校园文化变为大学生法律意识和社会

公德教育的重要平台。 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和未来，大学生



的现代法律意识构建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养成相互促进、相

互依托，直接影响我国的法治进程，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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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