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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素质教育加强大学生违法犯罪预防研究
郭 战 伟

摘 要: 大学生违法犯罪是亟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通过加强人文素质教育防患于未然，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维护校园安全的有效对策。目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及针对性不足有碍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信念，需要加强

道德教育、法治教育、人文教育等，为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构筑起一道牢固的信念屏障，以期最终遏制大学生违法

犯罪现象发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内化于心的智慧启迪，外化于行的规范规制和失范制裁同样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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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道德教育、法治教育、
人文教育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导致一些大学生规则意识不

强、认知错误、行为失范等，进而导致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时

有发生。鉴于此，本文探讨通过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使大学

生构筑牢固的信念屏障，避免其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一、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缺失影响其正确信念形成

人文素质教育是指以传授人文科学知识，培养人文科学

知识的应用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其范围很广，是一个包

括品德教育、文化教育、科学教育、价值观教育等在内的综合

体。人文素质教育对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形成及价值体系构

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根本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找到安身

立命之本，其核心问题是理想、信念、价值观的培育问题。通

过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对社会关系及物我关

系的认识和处理能力，有助于把大学生培养成既有文化知识

又有责任感，既关心自己又关心他人，既关注个体发展又关

注民族兴衰、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人。
在一个社会或群体中，如果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和道德

观念或者共同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被削弱，个体就可能实

施违法犯罪行为。正确的信念对于制止个体实施违法犯罪

行为有着不可低估的巨大力量。在笔者进行的“大学生所接

受的大学教育内容包括哪些方面”的问卷调查中，对于文化

知识教育、法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等

在大学教育内容中的比重，接受调查的大学生所给出的答案

令人担忧。例如，调查显示，曾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大学

生中，79．0%的人认为其接受教育的内容不包括法治教育，

82．6%的人认为其接受教育的内容不包括道德教育，70．4%
的人认为其接受教育的内容不包括人文教育。加强道德教

育、法治教育和人文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促使

其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使

大学生在更高的基础上自律、自治、自觉、自省，使遵纪守法、
维护社会道德风尚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最终达到预防和

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目的。

二、通过加强道德教育来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

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提高道德觉悟和认识，陶冶道德情

操，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培养道德品质，养成道德

习惯，等等。进行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伦理

道德知识传输，使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变成人们普遍遵守的

道德习惯，在全社会树立道德风尚，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在我国很多地方，中学教育“重智轻德”，大学阶段道德教育

“有名无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学生道德信念缺失。因

此，要采取措施对大学生加强道德教育，使其具有良好品德、
高尚思想，始终将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能够

“在内心立法”。为此，笔者建议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培养

和巩固大学生的道德信念。
首先，中学教育“德智并举”，为大学生正确信念的形成

打下坚实基础。中学教育要端正指导方针，摒弃传统道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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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存在的知识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等弊端，

加强对学生思想道德、优良习惯的培养，使学生真正学会求

知、做事、共处、做人。现实生活中，很多教师在评价学生时

往往将道德品质指标让位于学习成绩指标，使得只要学习成

绩突出，即使一些因品德不良、不守纪律等问题受过处分的

学生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较好的评语。此类现象给学生

造成“只要学习好，其他一切都可以原谅”的错误暗示，在一

定程度上成为马加爵、药家鑫等大学生违法犯罪事件发生的

诱因。避免此类现象发生，要从中学教育阶段就采取措施。
中学教师在评价学生时要实事求是地把好的方面和差的方

面都写进评语中，以便学生进入大学后，大学教师能客观地

了解其实际情况，准确把握其思想状况，一旦发现违法犯罪

苗头，就能采取有效对策。
其次，大学教育“以德为主，智不放松”，巩固大学生的道

德信念，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利用

大学阶段没有升学压力的有利时机，对大学生强化思想道德

教育。现阶段在校大学生的主体是独生子女，他们受家庭环

境影响，很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处理问题时什么

事都找父母或者找辅导员，事情做不好时就埋怨家庭、学校

或社会。针对这种现象，要进一步培养大学生对家庭、对学

校、对党和国家的感恩意识，教育他们: 感恩父母辛苦养育子

女，感恩老师默默无闻地给学生上课施教，感恩学校为学生

提供优质教学资源等服务，感恩国家不断为学生、学校提供

各种教育设施等福祉。通过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增强大

学生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只有这

样，才能避免大学生产生无所适从的心理失衡感，避免市场

经济的负面效应和不健康言论侵蚀大学生的思想，使每个大

学生都能独立进行道德判断并自觉承担道德责任。
最后，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和精神，对学生开

展理想信念教育。由于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主体，所以在

开展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精神，把学

生置于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自主意识，注重学生的主体性

需求，按照学生的成长规律开展具体的德育教育教学活动，

而不能以教师的意志去支配学生。道德教育要坚持以人为

本的理念和精神，也是由“学生是发展中的人”这一规律决定

的。学生的发展是指学生在遗传因素、外部环境、学校教育

以及自身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下，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所发

生的质、量、结构等的变化过程。学生的发展是内外部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道德教育者既要把握学生身心发

展的规律，又要认识到学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教师要把

学生看作发展着的客观存在，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切实

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把德育内容与学生所思所感有机

衔接起来。大学德育教学既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作

用，实现德育对大学生的内心感化作用，又要从大学生的实

际情况出发，注重道德教育的实证性，以道德榜样启迪大学

生形成稳固的道德信念，成长为“不仅有智商还要有智慧，不

仅有文化还要有教养，不仅有目标还要有信仰，不仅有欲望

还要有理想”的时代骄子，远离违法犯罪。

三、通过加强法治教育来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全民守法提升到了与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同等重要的地位。全民守法是依法

治国的基础，其重要载体是法治教育。法治教育的内容包括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基本方针的教育，以及民主意识培

育、法律基本知识教育、纪律教育等。法治教育是道德教育

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等人

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始终把法治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
笔者对曾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大学生进行的“与他人发生

纠纷时首先采取什么措施”的调查显示，很多大学生面对矛

盾冲突时选择“武力解决”。这说明，现实中一些大学生缺乏

法律信仰，法治观念极为淡薄。法治观念是一个人信念中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笔者建议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对大学

生加强法治教育，促使大学生形成正确、完整的法治观念。
首先，切实提高法治教育的针对性。一要改革法律课堂

教学方法，将课堂内的具体法律知识教学延伸至课外。如采

用案例教学法，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例进行

解析，发挥个案的警示作用; 通过模拟法庭等直观性教学形

式，邀请司法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模拟审判，增强大学

生对法律适用的理解; 举办大学生违法犯罪事件中被害人控

诉或罪犯进行心理忏悔的情景剧表演，增强法治教育的针对

性。二要优化法治教育的师资队伍。高校要将不仅熟悉学

校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具备比较系统的

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的教师充实到法治教育教

学一线，通过教师法律素质的提高，带动学校法治教育进步。
三要优化法治教育的知识结构。就整体而言，大学生对宪

法、行政法和程序法的知识掌握得比较差，日常运用得较少，

但这些法律知识涉及公共利益，在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促

使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建

议高校采取更加贴近生活的教学方式，加大对宪法、行政法、
诉讼法等公法知识的教学力度，使大学生的法律知识结构更

加完善。
其次，重视法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长期性。一要让大学生

切实感受到法治教育的效果。通过开展社会宣传活动等形

式进行专题性法治教育，形成全社会重视对大学生进行普法

教育的氛围，让大学生切实感受到法治就在身边。二要将法

治教育贯穿大学阶段的始终。高校法治教育不应仅满足于

法律知识的普及，还要通过培养自由平等、诚实守信、权利义

务等观念，使大学生养成守法的行为习惯。三要将大学生法

治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在充分发挥高校在大学生法治

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的同时，通过规范高校法治教育教材的

内容和法治教育的形式，建立具有权威性的法治教育督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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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考核制度，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教育网

络，构建普法主管部门指导协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实

施、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法治教育工作机制，使法治教育

进课堂、进大学生宿舍、进学生心中，使整个大学校园成为一

个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象牙塔”，筑起一道预防大学生

违法犯罪的法治防线。

四、通过加强人文教育来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

针对部分大学生因人文教育缺失而道德水平下降，进而

实施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的问题，建议

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对大学生加强人文教育，使其树立正确

的人文信念，远离违法犯罪。
首先，把培养人文性贯穿于大学生人文教育的始终。人

文性既包括理性思考能力，又包括性格和情感魅力。培养人

文性追求的是善，注重给人以悟性。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人文

教育的过程中，在注重记忆、理解、概括、抽象、逻辑思维等智

力培养的同时，还要重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方

面的培养和训练，促使大学生形成相对稳定的品质结构; 在

重视传授系统的学科知识的同时，还要重视不同学科知识之

间的贯通，尤其要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等学科知

识之间的联系，推动学生全面、充分发展。只有给大学生提

供包括培养人文性在内的完整的人文教育，才能使大学生确

立正确的人文信念。
其次，把科学精神和人文价值贯彻、体现到大学生科学

教育中。科学精神是一种敢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真正的

科学教育是以传授基本科学知识为手段或载体，培养科学精

神与科学态度的教育。它把科学精神和人文价值寓于其中，

所培养的学生不仅专业知识过硬而且身体和心理健康，不仅

专业技能合格而且富有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目前，很多

高校的科学教育都只强调对大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这实际

上是一种不完整的科学教育。教育的本质是启发、挖掘每个

学生的兴趣、潜质和天赋，高校科学教育要始终把科学精神

和人文价值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大学生的求知欲，使其具有

包容情怀，从内心自觉远离违法犯罪。

五、结语

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道德教育、
法治教育和人文教育是做好这项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当然，

生命教育、感恩教育、心理素质教育、青春期教育、挫折教育、
方法论教育等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对大

学生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要与高校教师素养的提升紧密结合

起来。高校教师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还要有

高尚的人文精神和浓厚的人文关怀，能够真正把“教师”作为

自己的第一身份，把“育人”作为自己的第一职责，以最优质

的教学、最专注的情感去培养和关心每一个学生。高校教师

既要做好给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的“经师”，更要做好教会学

生明理、做人，关心学生的品质、作风和生活的“人师”。道德

教育、法治教育和人文教育是内化于心的智慧启迪，外化于

行的规范规制和失范制裁同样非常重要。如果法律规则只

是被束之高阁，那再多教育、再多理念传输也无济于事。因

此，在教育之外，还要加强对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力

度，让违法犯罪者受到应有的处罚。这既是公正原则的内在

要求，也能促使更多大学生增强法治意识，从而增强道德教

育、法治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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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Pre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llegal Crimes by
Strengthening Liberal Arts Education

Guo Zhanwei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illegal crimes has become a problem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e best way to reduce the cost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o maintain a safe campus is to prevent crimes from happening by strengthening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t present，the
lack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the lack of pertinence can hinder the formation of correct beliefs of college students，so that
moral education，law education and liberal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construct a strong belief barrier for preventi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committing crimes，and ultimately to curb the occurrence of illegal crime in campus．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s the enlight-
enment of wisdom，but formulation of judicial norms and sanctions are equally very important．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illegal crimes; liberal arts education; faith

08

中州学刊 2017 年第 3 期


	01
	以人文素质教育加强大学生违法犯罪预防研究_郭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