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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并探究其中涉及的行政法律问

题。将思政与《行政法》课程教学融合是培育学生树立

正确价值观念的基础一步，通过引导学生对依法行政、

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强化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使其

具备正确的法律思维和判断能力，树立维护社会主义法

治权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信念。在日常教学实

践中，教师应该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引导

其建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树立其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在

《行政法》课程学习中不仅掌握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为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安院校是培养预备役警官的摇篮。“公安姓党”

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政治属性，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

先”的教学理念在公安院校中具有更深的内涵和更高的

要求；坚持专业培养与思政教育并重，站稳思政教育主

阵地，以“新时代公安教育思想铸魂育人”为目标，在

公安专业学生形成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时期为其筑牢

思想政治屏障。

公安院校《行政法》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公安院校《行政法》课程思政建设现状

当前公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行政法》课程思政

建设已经不断发展和深化。《行政法》作为公安院校的

一门核心课程，承载着培养学生法治意识和职业道德的

双重任务，其思政建设更是至关重要。行政法学课程内

容繁杂，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交叉，因此，行政法学的

授课内容与其他部门法体系相比，更加广泛并且呈现一

定的分散性。《行政法》作为行政机关管理公共事务的

准则，已经深入渗透每个公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各个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这些特点决定了《行政法》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

需要结合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加强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实

践运用，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实现知识传授过程中

价值引领作用。但总体而言，关于行政法学课程思政建设

的新模式、新理念，以及如何有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其成效尚未达到预期目标。

（二）公安院校《行政法》课程思政建设存在问题

1、专业课教师的教学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教 师 育 人 意 识 的 强 化 ， 育 人 能 力 的 提 升 ， 影 响 着

课程思政的见功见效。 [1]在法学领域，公安院校的法学

教学一向非常严谨，并遵循自己的办学目标。尤其是在

法学这门非常重视实际应用的学科中，法学的老师们必

须既掌握坚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又拥有丰富的警察执法

和服务的实践能力。为了更好地满足当前社会对于高水

平警察的需求，我们必须要求教师具有相应的实践教学

能力。然而，由于许多老师都是由毕业生直接到学校就

职，他们缺乏丰富的工作经历，因此很难具备充足的警

察实务实践经验，导致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具有针对性地

对重点难点进行教授。其次，从《行政法》教师课程思

政观念来说，专业课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实施者，其对

课程思政的理解程度与实践经验直接影响着课程思政的

实施成效。现实中，部分《行政法》课程的任课教师由

于只具备教专业知识、通识知识的方法、技能等，在挖

掘 所 教 课 程 中 的 思 政 元 素 ， 发 挥 育 人 作 用 方 面 有 所 欠

缺，从而影响了课程思政的落实落细。因此，在《行政

法》课程的教学中，师资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到课程思

政建设的成效。

2、《行政法》课程教学模式与思政元素融合度不足

目 前 ， 大 多 数 公 安 院 校 开 设 的 《 行 政 法 》 课 程 主

要以传统专业知识课堂教授的教学方案为主，教师多按

照课程内容讲授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内容的占比很小。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较为注重的是自身的教授，轻视

了学生的学习，忽略了学生课堂上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

掌握过程，使得学生无法在课程中充分了解我国《行政

法》的概念和原则等制度内容及政法特色，无法清晰地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所体现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高校要想充分发挥专业课课程思政在专业

课程中的育人作用，必须全面把握专业课教学中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将立德树人作为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

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高度落实相关政策。[2]因此，教师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贯穿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没有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教学中，导致思政

工作无法有效开展。[3]虽然在课堂上会预留一些时间在小

组讨论、模拟法庭、答疑等，但是这样的教学模式对于

《行政法》课程体系构建还是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灵

活地将《行政法》课程和课程思政融合到一起从而导致

无法使学生进一步延伸学习空间与学习内容。

3、《行政法》课程教学缺乏科学的课程思政评估体系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从社会到高校，

对于专业课课程的思政教育重视不足，导致《行政法》

课程思政教学缺乏完善的课程思政评估体系。 [3]发挥好

《行政法》课程的育人作用，促进《行政法》课程思政

建设，提高高校思政教育质量，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中，评价是指挥棒，是教育发展的关键方向。[4]要

充分利用课程思政的教育价值，就必须构建一套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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