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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教育国际化推进，来华留学生增多，因文化、法律差异，加强其法治教育意义重大。

本文分析了高校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现状，包括教育实践随意、风控意识匮乏、文化底蕴不足等问题，

提出要注重融入价值观教育、法律专业人士积极参与、通过实践提高实效等措施来加强来华留学生法

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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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increases. Due to cultural and legal difference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ir leg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gal education for overseas students in China，including the 

problems such as random educational practice，lack of risk control consciousness，lack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and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education by integrating values education，active participation of legal 

professionals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verseas students through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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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

来到中国学习。然而，由于文化背景、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来华留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会面临一些法律问题。因此，加强

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对于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高校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现状 
（一）教育实践随意：高校自主决定和安排 

目前在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中，公安机关牵头较多，而高

校作为教育主体，在法治教育方面的主体责任缺失。这导致了

教育的不连贯性和不系统性。高校在开展法治教育时，形式和

内容较为自主，缺乏统一的法治教育工作机制。 

不同高校之间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差异较大，影响了教育的

整体效果。部分高校在法治教育中存在喊口号现象，缺乏实质

性的法治内容教育。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宣传，无法真正提高留

学生的法律素养。普法不等于法治教育，简单的法律知识普及

不能满足留学生对法治教育的需求，需要更加深入、系统的教

育内容和方法。 

（二）风控意识匮乏：风险较多但手段较少 

在高校来华留学生的管理与教育情境中，风险防控意识的

匮乏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面临的风险种类繁多。从日常生

活角度来看，留学生可能因对当地交通规则的不熟悉而引发交

通事故风险，在租房过程中也可能遭遇合同纠纷等问题。在学

术层面，可能出现学术不端行为或因对教育规章制度理解偏差

而违反学籍管理规定。 

此外，文化差异还可能导致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产生冲突，

甚至演变为治安事件。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当前高校针对这

些风险的防控手段却相对较少。高校在管理中往往更侧重于教

学安排和生活服务，缺乏系统且有针对性的风险预警机制。对

于留学生可能遭遇或引发的风险，缺乏专门的培训和教育，也

没有完善的应急处理流程，使得风险一旦发生，可能会造成较

为严重的后果。 

（三）文化底蕴不足：文化冲突而教育薄弱 

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文化底蕴不足所引发的

问题在法治教育中逐渐凸显。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带着各自的文

化背景汇聚而来，文化冲突现象屡见不鲜。在价值观方面，一

些国家强调个人主义，而我国文化更注重集体主义，这种差异

会在留学生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遵守上产生分歧。例如，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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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秩序维护相关法律的执行上，就可能出现理解的错位。 

然而，当前针对这一文化冲突下的法治教育却较为薄弱。

高校在开展法治教育时，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留学生不同的文

化根源，缺乏将中国法治文化与留学生母国文化进行对比融合

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也多以统一模式为主，没有针对不同文

化背景的群体进行差异化的教学设计，这使得留学生在接受法

治教育时易于产生抵触或困惑，无法真正理解和内化中国的法

治观念。 

三、高校来华留学生法治教育问题 
（一）文化差异造成法治教育难度较大 

中国的法律观与大学生法律观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

在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文化传承体系以及社会结构形态的共同

作用下形成的。 

从信仰层面来看，不同的宗教信仰或哲学信仰体系构成了

他们理解法律的基础框架。例如，信仰基督教的留学生，其对

上帝旨意的尊崇以及《圣经》教义中的道德规范会影响他们对

法律中公平、正义等概念的解读，其中对于原罪、救赎等观念

可能与法律责任、惩罚机制的理解产生交互影响；信仰伊斯兰

教的留学生，其基于《古兰经》的教义，对行为的规范、道德

的界限有着独特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会映射到对法律规定的

理解中，特别是在涉及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相关法律内容时。 

从国别角度来看，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差异显著。来自大

陆法系国家的留学生，其本国法律以成文法典为主要形式，强

调法律条文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在理解中国法律时可能更关注

法典结构和条文释义；而来自英美法系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习

惯了以判例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在面对中国法律时，会在法

律适用的灵活性、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产生困惑。 

鉴于以上文化差异因素，对来华留学生开展法治教育面临

较大挑战。这种挑战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法律观念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单一的教育模式无法有效满足留学生群体的需求。因

此，需要深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留学生的特点，根据其信仰、

国别、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性等因素，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方

法和策略。 

（二）留学生法治教育师资力量匮乏 

在来华留学生的法治教育体系中，“课堂教育”占据着核

心的主阵地地位。这一过程高度依赖专业教师来完成系统的法

律知识传授。专业教师所具备的深厚法学专业素养是确保知识

传授准确性和深度的关键。他们需要依据严谨的法学理论体

系，将复杂的法律概念、原则和条文清晰地呈现给留学生。例

如，在讲解宪法相关知识时，要从国家权力架构、公民基本权

利的理论渊源等角度深入阐释，使留学生理解法律背后的逻

辑。而且，这种知识传授不能是碎片化的，必须具有系统性，

涵盖各个法律部门，从公法到私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构建

起完整的法律知识图谱，为留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奠定坚实基

础。 

校园文化活动作为法治教育的第二课堂，有着独特的价

值。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等多样化的活动形式，为增强留

学生法律意识提供了有力途径。法律知识竞赛能够促使留学生

主动学习法律知识，通过竞赛的激励机制，激发他们深入探究

法律条文和案例。他们在模拟中扮演不同的法律角色，如法官、

律师、当事人等，亲身体验法律在纠纷解决中的运行机制。这

种体验式学习能够加深他们对法律程序正义、证据规则等重要

法律要素的理解，从而增强法律意识。 

实践活动作为第三课堂，对于留学生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

至关重要。在实际生活中，留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具体

作用。比如在日常生活中的租房纠纷、消费维权等场景中，他

们需要运用所学法律知识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实践使他们

将抽象的法律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理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

的具体应用方式和范围。通过实践活动，留学生不仅能够更好

地理解法律的实用性，还能提高在实际情境中分析法律问题和

运用法律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高校未设置针对留学生的法治教育课程 

高校中针对留学生法治教育课程缺失这一现象，其背后存

在多种原因。其中，对留学生法治教育重视不足是一个关键因

素。在高校教育规划和资源分配过程中，往往更侧重于对本国

学生的教育投入，而对于留学生教育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学术课

程和语言培训方面，忽视了法治教育对于留学生在华期间顺利

生活和学习的重要保障作用。由于缺乏专门的法治教育课程，

留学生无法获得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机会。法律知识体系具有

高度的关联性和逻辑性，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无法使留学生

构建起完整的法律知识框架。这使得他们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

法律问题时，如租房合同纠纷、交通违规处理、劳动权益保障

等，往往不知所措。他们可能因不了解中国法律规定而无意中

触犯法律，或者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由于缺乏相应的

法律知识而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影响他们在华的学

习和生活质量，甚至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法律冲突和社会问题 

当前针对留学生的法治教育途径主要表现为政策宣讲和

讲座等形式。政策宣讲通常侧重于向留学生传达中国的法律法

规政策内容，但这种方式多为单向的信息传递，缺乏互动性和

深入性。宣讲过程往往只是对政策条文的简单解读，未能充分

考虑留学生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差异，导致留学生对政策的

理解浮于表面，无法真正领会其内涵和实际应用方法。讲座形

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邀请法律专业人士进行讲解，但也存

在诸多弊端。一方面，讲座的时间和频次有限，无法形成一个

连续、系统的教育过程。每次讲座之间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

内容相对零散，留学生难以将不同讲座中的知识点整合起来形

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讲座的深度通常难以把控，为

了照顾大多数留学生的理解水平，往往只能对法律知识进行浅

层次的讲解，无法满足部分对法律有更高学习需求的留学生。

而且讲座的针对性也相对较弱，无法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背景留学生的特殊法律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和讲解，从而无法有

效满足留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对法律知识的多样化需求。 

四、高校在华留学生法治教育建议 
（一）注重在法治教育中融入价值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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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高校在华留学生开展法治教育的过程中，融入价值观

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

有机的结合，它能够帮助留学生开启理解中国法律深层内涵的

大门，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法律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进而

增强他们对中国法律的认同感。例如，在对来华留学生讲授讲

解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时，可以深入地引入创新、诚信等价值观

元素。通过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加入案例分析，来让留学生清

晰地了解法律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此外，组织与价值观相关的讨论也是不可或缺的教育方

式。让留学生有机会分享自己国家的法律价值观与中国的差异

和共同点。留学生们可以分享自己国家对于公平、正义等价值

观念在法律中的体现，以及这些观念如何影响他们国家的法律

制定和实施。而通过对比中国法律价值观，他们能够更深刻地

理解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之处，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文化之

间的共鸣点，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使他们在学习中国

法律的同时，更加尊重和欣赏中国的文化与价值体系。 

（二）法律专业人士的参与更为积极和深入 

在高校对在华留学生开展的法治教育工作中，法律专业人

士的参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法律专业人士，包括经验

丰富的律师、学识渊博的法学教授等，能够为留学生提供更为

专业、准确的法律知识讲解和指导，帮助留学生学会处理法律

问题，从而提高法治意识。 

一方面，积极邀请法律专业人士参与课堂教学。他们可以

为留学生开设一系列针对性强的专题讲座。在讲座中，律师能

够结合自身经办的真实案例，生动形象地向留学生阐述法律在

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例如，在讲解民事侵权责任相关法律内容

时，律师可以详细介绍自己处理过的因校园意外事故引发的侵

权纠纷案例，从案件的起因、经过到最终的法律裁决，让留学

生深刻理解在不同情境下侵权责任的认定和赔偿标准。法学教

授则可以从理论高度出发，深入剖析法律条文背后的原理和逻

辑，为留学生搭建起系统的法律知识框架。 

另一方面，法律专业人士可以担任留学生法治教育的顾

问，为学校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咨询和建议。他们凭借专业的法

律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协助学校完善留学生法治教育体系。

比如，在学校制定留学生行为规范相关规定时，法律专业人士

可以依据中国法律法规，确保这些规定既符合法律要求又具有

可操作性。他们可以对学校的管理流程进行法律风险评估，为

学校在处理留学生违纪、纠纷等问题上提供法律依据和建议，

保障学校管理工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通过这种方式，留学生不仅能够将所学法律知识运用到实

际中，还能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对法律的敬畏之心，真正实现理

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三）努力通过法律实践来提高法治教育实效 

在对高校在华留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过程中，法律实践是

提升教育实效的关键环节。通过多样化的法律实践活动，能让

留学生更深刻地领悟法律的内涵和意义。 

组织留学生参与模拟法庭活动是一种有效的实践方式。在

模拟法庭中，留学生能够亲身体验法律程序和规则，仿佛置身

于真实的司法场景之中。为了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兴趣，应当

精心选择与留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例，例如租房纠纷和交通

事故等。在模拟租房纠纷的案例中，可以详细设定场景：留学

生小李与房东签订了一份租房合同，但在居住过程中，发现房

屋的部分设施损坏，房东却拒绝维修，同时还以各种理由试图

扣除小李的押金。在这个案例的模拟过程中，留学生们将分别

扮演小李、房东、律师、法官等角色，通过研究相关的法律法

规，如《民法典》中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准备各自的证据和

辩护词。在模拟法庭的唇枪舌战中，他们会深刻理解起诉、答

辩、举证、质证等法律程序，以及这些程序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中的重要性。 

同时，积极开展法律志愿服务活动对于留学生法治教育意

义非凡。在这些活动中，留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深切了解法律在

社会中的作用，并逐渐培养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可以

组织留学生参与社区法律宣传活动，为当地居民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在社区法律宣传活动中，留学生们可以制作精美的宣传

手册，内容涵盖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法律问题，如消费者权益保

护、邻里纠纷处理等。他们会向居民讲解如何识别和防范消费

欺诈，当遇到邻里之间的噪音扰民、公共区域占用等问题时，

有哪些合法途径可以解决。 

此外，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对于提高法律实践活动的质量

至关重要。通过合理有效的评估机制，可以对法律实践活动的

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具体而言，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

式来实现。在问卷调查中，可以设计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问题，

如留学生在模拟法庭活动中对法律程序的理解程度、对相关法

律条文的掌握情况，在法律志愿服务活动中是否增强了社会责

任感、对法律在社会中作用的认识是否有变化等。访谈则可以

更加深入地了解留学生的想法，询问他们在实践活动中的收获

和遇到的困难，以及对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建议。根据这些反馈

信息，来华留学生辅导员可以不断改进和完善活动内容和形

式，使其更符合留学生的学习需求，进一步提高法治教育的实

效，让留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法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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