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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玛牧特依》是彝族的传统教育经典，在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教育智慧，将《玛牧特依》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中有助于实现教育创新，

进而培育学生法治素养、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所以，为提升大学生法治教育效果，论文围绕《玛牧特依》在大学生法治教育中的

融入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包括创新教育方法、整合教育资源以及激发学生兴趣等在内的诸多教育举措，用以助力促进《玛

牧特依》在大学生法治教育中得到深度的融合，提升大学生法治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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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玛牧特依》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其中也蕴含

着极其丰富的法治思想以及思想道德教育观念，对于促进大学生

群体的法治观念培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开展

大学生法治教育工作中积极推动《玛牧特依》在其中的融入成为

一项创新性的措施，基于《玛牧特依》能够引领学生去深层次分

析和探索彝族的传统文化内涵和价值，进而学习和了解其中所蕴

含的法治思想，这一过程既能够促进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也有效实现了大学生法治教育模式的创新变革，进而高质量完成

大学生法治教育任务，强化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水平。

1.《玛牧特依》概述

《玛牧特依》是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发展时期的产物，在彝

语中，“玛”的含义是教育、劝导以及劝说等，“牧”所指的是智慧、

明智和优良等，“特依”的含义是书、经，《玛牧特依》就是教

育人做人做事的一部书籍，翻译成汉语也可以被叫作为《教育经典》

《训世经》等，《玛牧特依》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被誉为彝族的传世经典，不仅可以教人做人做事，同时也可以启

迪人的智慧。《玛牧特依》不仅是彝族人民群众重要的传统文化，

更凝聚了彝族古代劳动人民的道德观念、生活智慧以及历史经验。

在新时代背景下，促进《玛牧特依》的传承和弘扬具有极其深远

的意义和价值，既能够使人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同时也能塑造

人的品格和意志，进而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汲取其中的

文化底蕴和思想精髓，促进人的成长。

2.《玛牧特依》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意义

在开展大学生法治教育工作阶段，将《玛牧特依》融入其中

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价值，基于《玛牧特依》开展大学生法治

教育既能够实现教育创新，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从而达到提升大学生法治教育水平以及质量的效果。《玛牧特依》

是彝族文化中的经典，其中强调道德教育、智慧教育、礼仪教育等，

不但对于古代彝族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样也对现代大学

生教育具有启示作用。如《玛牧特依》中蕴含了极其丰富的思想

道德智慧和法治精神，在其中强调教育、廉耻、仁义等，这些都

是道德与法治教育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在大学生法治

教育中融入《玛牧特依》既能让大学生深入学习和了解彝族传统

文化，更能体会和领悟其中的法治精神，促进大学生形成法治观

念。除此之外，国家对大学生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也逐年提升，

如 2020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法治工作的意见》

当中明确提出了促进大学生法治教育创新的要求，需要在教育中

致力于促进大学生法治素养培养，而将《玛牧特依》融入其中则

属于一项创新性的举措，通过这一举措既能够以彝族传统文化形

成对大学生群体的引领，也能促进大学生形成文化认同和民族文

化自豪感，进而让大学生在《玛牧特依》文化内涵的熏陶和感染

之下形成良好的法治精神，提升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3.《玛牧特依》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在大学生法治教育中，将《玛牧特依》融入其中是至关重要

的一环，既有助于提升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水平以及质量，也能逐

步推动高校大学生教育模式的不断完善，进而使大学生在学习法

治知识的同时接触到《玛牧特依》这一民族特色文化，促进民族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但是，《玛牧特依》在大学生法治教育

当中的融入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打破这些挑战往往决定了大

学生法治教育成效。

3.1 现代教育理念与传统内容融合所带来的挑战

现代教育理念与传统教育内容之间的融合是一大挑战，因此

也决定了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成效。在实际中，现代教育所强调的

重点在于以学生为中心，进而注重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

维能力等进行培养。《玛牧特依》则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经典，

因此其中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具有更加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

所以如何做好现代教育理念和传统内容之间的融合与平衡成为关

键，也决定了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成效。在实际中，不但要求教

师对于《玛牧特依》拥有深刻的理解和掌握，更需要教师深度结

合现代化教育理念促进大学生法治教育，从而在充分统筹传统文

化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去推进教育创新。

3.2 教育资源与教学方法适配所带来的挑战

大学生法治教育中，《玛牧特依》在其中的融入需要拥有足

够的教学资源作为支持，同时又要求教师围绕《玛牧特依》的融

入进行教学方法的变革与创新，这显然也会给大学生法治教育带

来一定的挑战 [1]。在教学资源支持层面，需要拥有足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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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以及教学设备等作为支持，但是当前高校当中有关于《玛牧

特依》的教学资源配置则相对不足，如《玛牧特依》教材的开发

方面往往并没有结合高校特色，同时在教材开发中也并未充分体

现出现代教育理念的相关要求，因此也导致教材与学生的学习需

求难以深度匹配。并且，开展《玛牧特依》教学也要注重运用现

代化教学设施，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教学方法的创新，但在实际

中一部分学校存在教学设施配置不全面的问题，因此也会影响到

大学生法治教育成效。

3.3 学生兴趣与接受度差异所带来的挑战

《玛牧特依》在大学生法治教育当中也会面临着学生兴趣以

及接受度差异性所带来的挑战，如何打破这一挑战决定了大学生

法治教育的效果以及质量，对于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也会产生

显著影响 [2]。在实际中，《玛牧特依》属于一部传统的经典教育

内容，因此其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也更加偏向于传统，而现代大

学生群体的审美以及兴趣往往更加趋向于潮流化和新颖化，所以

对更加偏向于传统化的学习内容往往会缺乏足够的兴趣和动力，

因此致使学生对于《玛牧特依》的接受度不足、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不强，降低了《玛牧特依》在大学生法治教育中的融入效果和

质量。

4.《玛牧特依》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建议对策

4.1 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育内容的吸引力

为促进《玛牧特依》在大学生法治教育当中得到融入，并且

充分挖掘出《玛牧特依》的价值和作用，需要大力推动教学方法

的创新，进而以教学方法创新为抓手去提升教育内容的吸引力，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中，教师需要立足于运用多

元化教学方法推进大学法治教育，并且在大学法治教育当中深入

整合《玛牧特依》内容 [3]。如利用互动式教学方法去推进《玛牧

特依》教学，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堂中组织学生进行小组

讨论、角色扮演等形式，进而通过诸多的教学形式让学生更加深

入的体会《玛牧特依》中的文化内涵、道德理念以及法治思维等，

这一过程既能够激发学生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和主观能

动性，也能让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随后，教师

也要将《玛牧特依》中的教育内容与大学生法治教育进行融合，

进而通过多媒体教学技术进行更加直观的教学呈现，以此提升教

学内容吸引力、强化大学生法治教育质量。

4.2 整合教育资源，构建多元化教学平台

《玛牧特依》在大学生法治教育中的融入，需要教师致力于

深度整合教学资源，进而构建起多元化教学平台，突出教育教学

的个性化和差异化 [4]。在实际中，首要任务便是强化大学生法治

教育中的资源配置，如强化特色化教材开发、完善教学配套设施等。

教材开发层面，首要任务便是根据高校大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兴

趣去进行针对性的教材开发，在这一过程中又要注重融合本学校

育人特色，如结合本高校的育人目标、价值追求等去进行特色化

的校本教材开发，这样既能够有效促进《玛牧特依》在大学生法

治教育中的融入，同时又突出了本高校特色，有助于实现对民族

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进而助力培育大学生法治素养，强化高校

育人质量。

4.3 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习的主动性与参与度

大学生群体学习兴趣往往决定了法治教育的效果以及质量，

对于《玛牧特依》在大学生法治教育中的融入效果也会起到极其

显著的影响，因此《玛牧特依》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需要充分注

重以激发学生兴趣为中心，大力强化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参

与度 [5]。例如：高校在推进法治教育工作阶段可以考虑以《玛牧

特依》为主题组织相关的文化活动，如开展彝族文化节、法治知

识竞赛等，通过多元化活动让学生能够深入地感受《玛牧特依》

中所传递的传统文化魅力、体会彝族文化特色，这样既能加深学

生对于《玛牧特依》的认识和了解，也能激发学生参与法治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更加深入的体会和感受《玛牧特依》中的

法治思维和道德精神，进而达到提升高校法治教育水平和质量的

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开展大学生法治教育工作阶段，将《玛牧

特依》融入其中是一项重要的措施。围绕《玛牧特依》开展大学

生法治教育既能突出育人特色，同时也能有效实现民族传统文化

在高校教育中的融入，促进民族特色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所以，

论文围绕《玛牧特依》在大学生法治教育中的融入，进行了深入

的探索和分析，并且提出了开展互动式教学、强化特色化校本教

材开发以及构建多元文化活动以激发学生兴趣等诸多措施，从而

助力强化大学生法治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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