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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 《法律基础》课教学中 

贯彻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 

毛国辉，高 娜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_q-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在宪法、法律和我军政治工作条例所规范的我军性质、宗 

旨和任务之中。广大学员接受法律教育的过程，就是自觉接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和引导、培养核心价值观的过 

程。《法律基础》课的重要任务，是帮助学员增强对法律的信心和信仰，让法律深入灵魂，增强学员的守法意 

识、职责意识，培养自觉遵纪守法的精神和能力 ，从而坚定 “忠诚于党、热爱人 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 

尚荣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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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il Implement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Contemporary 

Soldiers in the Teaching ofLegal Basis 

MA0 Guo．hui．GA0 Na 

(Col&ge ofHwn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NUDT，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The Core values of the contemporary soldiers are reflected in the nature，purpose and missio118 of the PLA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the law and the Regulations ofthe PIA Pofifical Work．The process in Core the cadets receive legal 

education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y study the nuclear values ofthe contemporary soldiers consciously．The important task ofthe 

Legal Basis Curriculum is to strengthen the cadets’confidence and faith in the law，I／lake the law take root in their hearts， 

enhance the cadets’conscJoasness oflaw and duty，cultivatethe fit andthe ability of observinglaw anddiscipline consciously， 

and then fortify the cadets’faith of“being loyal to the Party，loving the peop1e deeply，serving the country，dedicati~ 

themselves to the mission and upholding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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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守法则是法律实施最基本 的途 

径。守法精神的培养既是个人的使命，也是社会的事业。 

培养守法精神的途径主要有二 ：法律教育和法律修养。【】j法 

律教育是培养守法精神的外在途径，法律修养则是其 内在 

途径。就其本质要求而言，“法律教育”应包括提高法的认 

识、陶冶法的情感、锻炼守法意志、树立和坚定法的信念， 

并最终形成法律习惯 (尤其是守法习惯)等内涵。党的十 

七大报告中指 出：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 

神，形成 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坚持用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教育和引导军校大学生 ，让法律深入学员灵魂， 

无疑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的重要任务，而其 中的 

《法律基础》课更是责无旁贷。2003年教育部社政司制定的 

《普通高等学校 “两课”教学基本要求》明确指出：“通过 

本门课程 (法律基础)的学习，使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 

法学的基本观点 ，掌握我 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 

内容，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因此，《法律基础》 

课应该将法律意识、守法精神的培养作为本课程的核心 目 

标。 

一

、 准确把握 《法律基础》课程与培育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核心价值观是人们思想的指南、道德的罗盘。军人核 

心价值观是军人对自身存在意义、价值追求的根本看法和 

态度，决定着军人行为的 目标和方 向。胡锦涛同志指 出， 

军人核心价值观对军人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 

在我国的法律和我军条令条例中，有着许多具有革命军人 

核心价值观本质内涵和实践要求的表述，我军长期坚持的 

具有核心价值观特质的基本内容，也集中反映在宪法、法 

律和我军政治工作条例所规范的我军性质、宗旨和任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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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比如，我国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 

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 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 

务。”《国防法》第56条规定：“现役军人必须忠于祖国， 

履行职责，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捍卫祖国的荣誉和利 

益。”《军人誓词》明确要求 ：军人必须 “服从 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 

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从法理上来讲，法律是规 

定人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换言之 ，任何法律规范都 

包含着一对权利和义务关系，每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 

必须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军人的权利与义务统一观体现 

在对国家、对社会、对党、对他人等各个层面上。上述法 

律规范的内容与要求，既反映了人民军队的价值取向，也 

是每一位军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它已成为官兵 日常工 

作的行为规范。强调将核心价值观观念化，很重要的是先 

内化，后外化，也就是先做到入耳人心，内化为价值判断 

的基本尺度，再外化为行为规范。广大学员接受法律教育 

的过程，就是 自觉接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和引导、培养核 

心价值观的过程。并且，军队使命和军人职业的特殊性， 

决定了军人应该更严格遵守法规制度，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如果全体军人都积极、自觉地履行 

义务，视义务为责任、为荣耀，就必然能打牢高举旗帜、 

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 

可见，《法律基础》课程不仅是培养军校学员道德和法 

制观念以及方法论的重要手段 ，也是进行当代革命军人核 

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阵地。促进军校学员培养和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 

心价值观，必然成为 《法律基础》课程教材体系和教学的 

主题。 

二、守法精神——培养当代革命军人核 

心价值观的必要条件 

对大学生进行法制观教育，就是要 “加强民主法制教 

育，增强遵纪守法观念”。【2 因此，《法律基础》课应着力培 

养学员的守法精神，要让学员清楚地认识到守法 (包括履 

行法律义务)的积极意义，认识到守法带来的乐趣和对 自 

己权益的保障；懂得守法是主体实现和行使权利的前提， 

守法的程度越高，实现权利的范围就越大，因而守法可直 

接促成幸福的实现。对于品德高尚者而言，守法即是幸福， 

守法过程中权利的享受、自由的实现、对社会不法行为的 

积极抑制、对他人幸福和社会公共福利的维护与促进，这 

都使得守法主体能充分展示出其自身的价值和美德，从而 

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而对法制的践踏或违背则是对自我 

人格的蹂躏和对 (自身、他人、社会)幸福生活的破坏、 

甚至彻底丧失。通过领悟守法的真谛 ，引导广大学员不断 

强化履行使命的责任意识，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法律基础》课在贯彻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必须培养学员对法律的信心和信仰，让法律深入灵魂， 

增强学员的守法意识、职责意识，培养自觉遵纪守法的精 

神和能力，从而忠实于宪法与法律，积极履行法定义务， 

坚定献身使命的信念。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并 

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地 

固化、通过行为不断地强化。因此，只有具备坚定的守法 

精神，才能在长期的自觉守法过程中践行核心价值观。当 

代军校大学生要把自己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才，就必须增 

强法制观念 ，提高道德修养，把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 

义与邪恶等道德观念上升到法律高度，把 “忠诚于党、热 

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这些行为规则 

化为行动去培养和实践，使守法由他律变为 自律，形成 自 

觉守法、护法的观念，从而使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 

头脑中扎根、在行为中体现，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法律基础》课的核心是守法精神的 

培育 

《法律基础》课是对非法律专业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的政治理论课程，是高校思想品德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法律基础》作为对本科学员进行思想道德和法 

制教育的政治理论课 ，其核心是守法精神的培育。 

(一)从法律常识教育转变为提升学员的法律信仰 

受全民普法教育的影响，法学课教学 目标曾一度定位 

于向学员介绍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部门法的主要内容，普 

及法律知识。其实，提升学员的法律信仰才是 《法律基础》 

课的重要目标，这也是保证学员自觉守法的必要前提。事 

实证明，法律知识的多寡并不能成为衡量人们能否 “守法” 

的惟一标准，司法实践中，知法犯法的现象屡见不鲜。法 

律知识再丰富，如果不具备守法的精神，没有对法律的信 

仰，是不可能达到自觉守法境界的。再说，目前我国部门 

法的内容繁多，如果面面俱到，教员授课要么蜻蜓点水， 

要么疲于奔命 ，只能罗列、堆积一系列知识点，直接导致 

的结果就是学员法律知识 “灌输”不少，但隐蔽于法律条 

文背后的法律精神往往难以系统地为学员所把握。实际上， 

军校学员只有在拥有了对法律的信仰之后，自觉学习法律 

知识并以遵纪守法为荣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因此，激 

发学员对法律的情感，进而提升学员的法律信仰，才是 

《法律基础》课的终极目标。 

为此，《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应当摆脱对法学学科知识 

系统性、完整性追求的束缚，而应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围绕培养学员法律信仰这一主线，对课程内容体系进行构 

建。《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必须回答涉及法律信仰的一些 

基本问题，如：人类为什么要制定法律?人类制定法律的 

目标是什么?如何衡量、评价各种法律现象对于人类的意 

义?在法律的多种 目标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以什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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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并作出科学的正确抉择?等等。 

同时，要结合部门法的内容分析法律的任务、目的、价值 

追求、最终 目标，法律与文明、理性、自由、平等、人权、 

正义的关系等等。教学中要着重培养学员法律至上观念。 

强调法律在社会规范中具有最高权威，所有的社会规范都 

必须符合法律的精神。【3 法律至上能够既维护中央和国家统 

一 领导的权威，又能够使每个公民享受法治社会的权利和 

自由，从而最大限度调动个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二)从法律条文教育上升为法律意识教育 

法律意识教育离不开法律条文教育，否则法律意识教 

育就成了无本之末。但是，法律教育应该是法律意识教育， 

核心是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引 

导和保障功能，主要是通过权利义务机制实现的。军校学 

员只有拥有正确的法律观念，在法律框架内正确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才能够强化自己的职责意识和使命感。再者， 

法律规定不是一成不变 的，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面对成千上万的法律法规 ，就连专门的法学家也难以全面 

知晓和理解 ，更何况是非法律专业的学员呢?因此 ，教学 

中一定要及时把一些反映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理论、新思想、 

新观点充实到教学 内容中，把学员培养成为具有现代法治 

观念和科学精神的现代军人。 《法律基础》作为法制教育 

课 ，立足解决学员法律意识问题，也符合我军开设该课 的 

初衷和 “两课”的总体要求。 

(三)增强 《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时代感、针对性和说 

(上接第50页)和残暴 的敌人，最终取得了夺取全国政权 

的胜利，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 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无 尚 

荣耀。 

通过 《人民军队光荣传统与历史使命》课程讲授，让 

青年学员深刻认识到英勇善战是人民军队履行职能使命的 

根本要求，人民解放军在辉煌的历程中创造了无尚的荣誉。 

新世纪新阶段 ，作为当代革命军人一分子，要发扬人民军 

队的优良传统和革命 精神，无论在课堂内还是在课堂外， 

无论是学校内还是在学校外，都要 自觉珍惜和维护 国家、 

军队、军人的荣誉 ，在 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处于危机 

的紧要关头，甚至不惜用鲜血和生命 来捍卫军人的荣誉； 

都要 自觉学习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知荣明耻、 

见贤思齐、崇尚英雄、追求崇高的浓厚氛围；都要发扬集 

体主义精神，在比学赶帮超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 

化素质、军事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德智军体美全面 

服 力 

守法精神的形成源于法律精神的内化。法律精神的内 

化 ，是社会主体对法律制度文化和法律精神文化的体验、 

感受、认同和接纳，并进而产生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内驱 

力的全过程。实现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学习、体验、影响 

等方式，使精神文化最终被个体吸收和内化。当今大学生 

思维敏锐，视野宽阔，尤其是对 国内外的热点问题产生浓 

厚的兴趣。因此 ，《法律基础》课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创 

新教学模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军队、贴近生活、 

贴近学员，准确把握法的时代精神，紧跟时代步伐 ，紧紧 

围绕社会生活和军队建设 中的现实问题 ，解决学员思想中 

的疑问和困惑，突出该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 ， 

增进教学效果。同时充分发挥法律制度灌输、引导、评价、 

激励功能，增强广大学员 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预防军人 

违反职责行为的发生，以法律制度的震慑、强制功能，教 

育学员正确履行义务，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员不断校正价 

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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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创一流 ；都要弘扬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为维护国家安 

全、主权和统一，能够义无反顾、奔赴战场，坚守气节、 

严守纪律，冲锋 陷阵、流血牺牲 ，用火热的青春，续写人 

民军队的新辉煌，创造当代军人的新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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