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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法律教学中的公民意识教育

◎薛丹丹
摘要：公民意识是一个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关于公民意识的养成有几个方面，一个是

政府部门的积极宣传，但是相关的意识内容并不够深刻，因此关于公民意识培养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从学生阶段开始进行

教育。本文主要讨论中职法律教学中的公民意识教育，首先从中职法律教学中公民意识教育现状开始分析，然后通过探究

提升中职法律教学中公民意识教育效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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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所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以及其享有

的权利。因此公民意识应当作为我国公民

所应普遍具备的基本素质，需要在学校的

时候就对学生进行加强教育，以此来为国

家的稳定作出贡献。而公民意识教育的理

念就是通过对学生进行知识性的传授，来

让学生们懂得公民与国家相互之间的重要

性以及依存性，为学生培养健康良好的公

民意识，以便于在日后的成长道路中不会

出现背弃国家和民族的想法。

一、中职法律教学中公民意识教育现状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优化开展的不断深

化，在当前教育的各个阶段都进行了新的

规定，在中职等一系列年龄稍大一些的学

生学习阶段作出了更高的要求。譬如对于

法律意识、爱国意识的培养，要确保学生

在拥有相应的专业素质的同时，还能够具

备良好健全的道德品质人格，进而让我国

教育事业在国家未来发展中贡献更大的力

量。因此，在当前中职院校对于法律教学

的力度正在不断地提升，现代的学生相较

于以往，其法制意识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

改善。

但是，在当前公民意识教育中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学生之中还存在着一些对于

法制意识认识不够充分，对公民意识理解

不够深刻的现象存在。原因在于学生对相

关概念的了解几乎完全是由相关课本的知

识得出的，没有深入到生活实际进行理解，

并且平常的生活中也很少有让他们去实践

理解的地方。学生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和

认识较为模糊，这就容易出现有些学生思

维的矫正问题，以至于将公民意识进行曲

解，进而产生一些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思想。另外，学校在开展相关教育的

时候，没有注重结合学生的社会生活环境，

学生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可能会极大地

影响到学生对于法律以及公民意识的接受

程度，而当代普通家庭的生活文化既有传

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经济理性的一面，这些

都在一定程度上同公民意识中的权利义务

等思想起着冲突，影响着公民意识教育。

二、提升中职法律教学中公民意识教育效

果的策略

（一）教师应当积极为学生树立公民

意识

为学生进行公民意识的树立和培养，

首先需要让学生懂得公民意识的真正含

义，那么前提就是教师要自己树立一个良

好的公民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良

好的公民素质。这样能够对学生起到潜移

默化影响的作用。其次，在对学生进行相

关的知识性教学中，就可以引用自身的例

子来进行解释，进而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

地了解公民意识的内涵。另外，信息时代

导致学生能够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接受社

会信息，有些不健康信息很容易对学生的

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因此需要结合时事，

来针对性地为学生可能出现的思想偏移作

出纠正，并且就这些时事来为学生加强公

民意识的贯彻领悟。

（二）优化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环境

在物质环境中，要为学生收集尽可能

多的相关书籍以及互联网资料，让学生能

够有足够的资源对公民意识进行了解。其

次要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将公民意识充

分地融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去，比如

公民意识中的法律观念，对当前网络上

的一些侵权行为进行明确，让学生知道

盗版产品的横行严重阻碍着我国经济长

远的优质发展，要为学生明确相关做法

所导致的严重法律后果，从而让法律意

识深入学生内心。

三、结语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化，

使得公民意识的内容要求不断提升，需要

当下的中国公民对法律意识拥有更加深刻

的意识和理解。这就需要现有的中职院校

加强法律教学中的公民意识教育，让学生

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思想做出一个更为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调整规范，从而达

到公民意识教育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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