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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法律基础”课中加强邓小平法制思想教育的

客观必要性

1.在 “法律基础” 课中加强邓小平法制思想教育 ,

是由邓小平法制思想的科学性质及其在我国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邓

小平理论的科学世界观 、方法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

论在民主法制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

学思想 ,是科学的法学理论的基础和指导思想 。邓小平

法制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

基础 ,当然也是“法律基础”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

在“法律基础”课中加强邓小平法制思想教育 ,对提高大

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坚定大学生正确

的思想政治方向 , 培养合格的“四有”人才 , 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

2.在“法律基础”课中加强邓小平法制思想教育是

由 “法律基础”课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 。全国高等学校

《法律基础教学大纲》规定:“法律基础”课是大学生的一

门思想品德课 ,是高校系统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的“两课”的重要课程之一 。“法律

基础”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 ,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

论和基础知识 ,特别是邓小平法制思想和我国现行主要

法律制度的教育 ,使大学生了解和掌握邓小平法制思想

的历史地位及重要意义 ,全面准确地理解其精神实质和

主要内容 ,牢固树立坚持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

自觉性 , 充分认识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

基本性质 、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 ,以便正确行使权利 ,严

格依法办事 ,主动维护国家 、社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自

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3.在“法律基础”课中加强邓小平法制思想教育是

由我国高等学校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法制建设的内

在要求决定的 。首先 , 教育是有阶级性的 , 我国高等学

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的主阵地和主渠道 。我国高等学校所培养的人才 ,必须

是合格的“四有”人才 ,而在“四有”人才素质当中 ,邓小

平十分强调有理想和有纪律 , “有纪律” 除一般纪律之

外 ,更重要的是国家法律制度 。在“法律基础”课中加强

邓小平法制思想教育 ,是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和法制观念的重要方法 ,也是保持高等学校社会主义方

向和所培养的合格人才的基本要求 。其次 ,我国法制建

设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 ,这不但要求我国要完善立法 ,更重要还在于提高

全体人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邓小平同志指出:

“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 ,根本问题是教育人”(《邓

小平文选》第 3卷 ,第 163页)今日的大学生将是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的主力军 , 加强大学生邓小平法制思想教

育 ,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

4.在“法律基础”课中加强邓小平法制思想教育是

[摘要]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法律基础”课应把它作为指导思想和

主要内容 。如何在高校“法律基础”课中加强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教育 ,提高法制教育质量 ,是保证实现高校

“法律基础”课教学任务和目的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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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现状决

定的 。应当说 ,当代大学生对法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 对维护国家 、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合

法权益的重要意义是有认识的 。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

的基本性质 、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 , 特别是对邓小平法

制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 ,以及邓小平法制思想与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密切关系和重要指导意义 ,了

解得还不够全面 , 理解得也不够深刻 , 少数大学生法律

意识和法制观念仍然淡薄 ,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 。因

而 , 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 特别是加强邓小平法

制思想教育 ,是十分必要的 。

二、在“法律基础”课中加强邓小平法制思想教育要

正确处理“三进”关系

就“法律基础”课而言 ,“进教材”是指邓小平法制思

想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要在“法律基础”课的教材中

得到反映和体现 。当前 ,高校使用的“法律基础”课教材

有许多种 , 但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 , 特别是邓小平法制

思想内容的贯穿上各不相同 。因此 , 要加强教材建设 ,

提高教材质量 ,有关主管部门要组织专家严格按教育部

颁发的教学大纲要求 ,对各高校使用的教材进行审定和

评估 。

“进课堂”是指“法律基础”课教师要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 ,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 ,将邓小平法制思想全面 、准

确地传授给大学生 。进课堂是邓小平法制思想从进教

材到进头脑的桥梁 。课堂上不仅要讲清邓小平法制思

想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更要联系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制国家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其关注的热点问题 ,以

提高大学生运用邓小平法制思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

“进头脑”是指邓小平法制思想为大学生所接受 ,并

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 。这是开设 “法律基础”课的重要

目的 。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三进”关系当中 ,进教材是

基础 ,进课堂是关键 ,进头脑才是目的 。对此 ,要正确认

识和处理 ,方能取得实效 。

高质量的教材是实现邓小平法制思想教育目的的

基础 ,但仅有高质量的教材还不能实现邓小平法制思想

教育的目的 , 还必须通过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 , 使之进

入大学生的头脑 。要提高“法律基础”课的课堂教学效

果 , 首先 , 必须注重提高 “法律基础” 课教师的整体素

质 。其次 ,要优化教学方法 ,改革教学手段 。“法律基础”

课是高校思想品德课程之一 , “法律基础” 课老师作为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不仅要教好书 , 还要育好人 , 各

方面都要为人师表” (江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

话》)。只有不断改革教育方法 ,改变从书本到书本的状

况 , 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 不断提高 “法律基

础”课教师的邓小平法制思想及法律知识水平 , 培养过

硬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作风 ,才是提高邓小平法制思

想教育质量的根本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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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举行“纪念`两课' 新方案实施两周年暨教学研讨会”

武汉大学纪念“两课”新方案实施两周年暨教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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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宣部 、教育部颁布的“两课”课程设置新方

案实施两周年 , 总结两年来“两课”新方案的实施经验 ,

进一步做好“两课”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工作 ,武汉大学

于 4月 20日举行了“纪念`两课' 新方案实施两周年暨

教学研讨会” 。校党委副书记胡树祥出席了研讨会并作

重要讲话 。学校教务处 、研究生院 、法学院负责人出席

了会议 , 并对“两课”教学改革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两

课”部负责人对两年来为贯彻实施“两课”新方案所做的

工作作了总结和回顾;各门课的教师代表也对本门课程

的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情况及心得作了介绍 。(丁俊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