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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是一种符合规律、尊重事实的科学思维

方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1]法治思维是指人

们以法治理念、价值为导向，运用法律原则、规范和方

法来思考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具体内容。[2]具体说来，法治思维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1、规范性思维指一种价值判断，即作为社会公民的

大学生在做出价值追求和行为选择前会以法律原则、规

范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并尽可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规

范。

2、公正性思维指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是公民形成

法治思维的本质要求，这就要求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

自觉遵守公平性规定，自觉追求社会正义，面对社会中

的不公正事件，要敢于发出理性的声音，在公正性思维

的影响下为社会公正贡献年轻力量。

3、对等性思维指大学生理解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应

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社会义务，权利和义务并非平衡，

而是对等的。

4、程序公正作为看得见的公正，在追求结果公正的

目的性上更为直观，是结果公正的重要保证，也是主体

程序性思维的重要体现。

研究设计

罗伯特·欧文认为：“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宗

教、修养、习惯、意识形态和行为性质。”可见，环境

对人的思维以及思维能力的养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力。[3]本

文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对当前大学生法治思维养成现状进

行总体分析。其次，进一步深度探究主体生活环境与法

治思维养成的相关性，通过明确法治思维不同方面与不

同环境的具体相关关系为协同推进法治思维培育提供指

向性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如下问题：（1）当前太原XX大学学

生法治思维养成现状；（2）验证大学生法治思维养成现

状与其生活环境状况的具体相关关系。

（一）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针对于大学生法治思维养成与生活环境间

的关系进行研究验证，通过问卷设计首先对当前样本所

反映的大学生法治思维养成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对以下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养成现状研究
——以太原XX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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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养成对于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

以国内某一高校为例，共调研本科生样本880份进行详细的问卷调查，并以结构性访谈

为辅助验证，对大学生法治思维养成现状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了解当前大学生法治思

维养成的现状、明确具有关键影响作用的相关性因素，对于优化大学生法治思维养成路

径，实现多方位协同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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