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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背景

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指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学理阐

释。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

加快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把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融入思想

道德、文化知识、社会实践教育，确保广大学生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

民、忠于社会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信心。”此前 2020 年教育部也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指出“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结合专

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专业课程。……引导学

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

业养。”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一）研究目标

本项目以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引，紧密围绕教育部《关于全面推进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意见》及“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的政策导向，系统探讨法学专业“德法兼修”育人体系在课程思政中的实践

路径。通过解构“德法兼修”的三维育人框架，提“德法兼修”为导向，打造教

师、学生、社会等多元主体责任共同体，挖掘法学专业课程内容所蕴含的思政元

素，从浸润式课堂、案例式课堂、实践式教学等多维度教学视角强化高校法学课

堂专思融合的德育效果，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法治特色的法学课程思政新格局。

（二）任务

（1）德法兼修引领下法学课程思政课程培养目标的定位和培养标准的制定。

准确定位培养目标是制定培养标准的根据和前提。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能够达

成培养目标的培养标准是根本保证。实际上关系到我们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

法律人才应具备什么样的知识、能力、素质和法律职业技能结构？培养的法律人

才能否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因此，如何正确定位德法兼修引领的法学课程思

政课程培养目标，以及根据目标制定相应的培养标准就显得十分的关键。

（2）“德法兼修”引领下打造 “四模块”的法学课程思政模式。

以“德法兼修”为引领的法学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教学改革中，要注意

避免牵强附会、生搬硬套，需要教师努力寻找法学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结合

点”，使法律知识技能的获得与思想品德的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需针对各

法学课程的特点，嵌入不同类型的思政元素，因此将按照思政教育内容的不同，

将法学专业课程分成民法、刑法、法理宪法行政法以及国际法等四类，打造四大

类型的法学课程思政模式。

（三）主要思路

研究思路：任何事物本质规律的揭示，总是要历经从实践探索、理论总结、

实践检验的过程，德法兼修引领下法学课程思政课程建设的研究也如此。本项

目研究的基本思路概括为：确立一根主线——运用三种方法—选取若干案例—

—解决四个问题。一根主线：德法兼修”为引领的法学专业课程建设；三种方

法：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和计量分析法；若干案例：选取省内省外几所高

所的法学课程教学作为案例分析；解决四个问题：“德法兼修”引领下法学课程

思政课程培养目标的定位和培养标准应如何制定？“德法兼修”引领下法学课

程思政“五元素”的如何融入？“德法兼修”引领下法学课程思政“四模块”



的如何形成？“德法兼修”引领下法学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应如何建立？

三、主要工作举措

项目自启动以来，通过对外省市以及我省高等院校法治人才培养的协同育人

机制现状进行调研与分析。为深入了解传统教学模式下法学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

问题，根据随机原则对高校法学专业的教学人员进行调研。本次调研对象涵盖了

法学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各层次的教学人员，还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

对我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代表性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教学人员进行了访谈，

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比较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在这些

方面的异同，找出目前法学课程思政教学方面的经验以及不足之处，以供我省借

鉴；同时进行了省内的调研，从长株潭、湖南中西部、南部、北部地区各层次高

校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高校进行实地调研，分析我省目前法学课程思政教学中存

在的普遍性问题与区域性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从调研地区、高校的

实际情况出发，对我国现存法学课程思政中的问题与不足进行理论层面的总结。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本项目发表了教改论文、撰写了调研报告。研究指出应运用 OBE 成果导向

教育理念，挖掘法学专业课程内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探析构建法学课程思政多

元化教学模式的现实价值，从浸润式课堂、案例式课堂、实践式教学等多维度教

学视角强化高校法学课堂专思融合的德育效果，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法治特色的

法学课程思政新格局。将调研报告的成果在湖南科技大学法学本科生中进行了试

点，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主观能动性，多种方式开展法学课程思政教学，目前湖

南科技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 1000 多名法学生已开始试点，学生的学习热

情、法治观念、家国情怀有了较好提升。

五、特色和创新点

在“德法兼修”引领下的法学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教学改革中，要注意

避免牵强附会、生搬硬套，需要教师努力寻找法学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结合

点”，使法律知识技能的获得与思想品德的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教育

是所有法学专业课程思政的基本要求，毫无疑问，任何法学课程都应强调法治思

政教育。不同法学课程模块侧重相应的思政元素教育，形成思政教育模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