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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时代下高校领导干部需要形成法治思维意识，需
要主动的对校园存在的矛盾进行积极的解决，改善校园环境，

深化教育改革内容，巩固教育改革成果。在规则思维、价值思

维、程序思维、实践思维等方面，形成法治思维内涵体系，有效

的对法制教育内容进行开展。重视法治实践过程，健全当前干

部评价机制，这样才有助于新时代下高校领导干部在法治思维

建设的客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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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和体现。因

此，对于新时代下高校领导，干部需要对法律，存有敬畏之心，

要建立依法办事的理念，带头对法律进行遵守，有效的运用法

治思维内容，对教育工作进行积极的开展，努力化解存在的矛

盾，推动教育工作得到发展，维护校园的环境稳定[1]。

1　高校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重要性
1.1　坚持人权和限权的法治思维理念　高校的领导干部

在法治思维上需要积极的坚持人权和限权的法治思维构建模

式，努力对校园环境进行维护，建立稳定的校园环境，主动化解

校园内存在的各类矛盾，要按照法律制度去思考相应的义务和

权利，对社会关系进行主动的调节。在进行必要决策时，要以

法律手段为实时底线，并作为首要手段进行法律方面的授权，

弃用法律的授权，也不能脱离法律行使权力。

1.2　坚持程序和规则的法律思维　社会一些人通过“托
关系”、“找熟人”等方式，进行问题的解决。在高校管理中，这

类问题较为普遍，极大的影响了，领导干部进行法律方面的分

析和处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因此围绕着改革发展以及校

园稳定的内容，需要在法律观念指导下，按照法律规则进行校

园个方面事务的有效处理，找寻事物处理的程序合法性，非法

和合法的预判意义。研究和法当作思维必要考虑内容，要把校

园管理工作，划分为重视程序，重视规则，并追求公平正义，这

样才能在法治引领作用下，解决法律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有

效的校园法制管理模式[2]。

1.3　坚持监督和授权的法治思维　行使权力的人要根据
法制理解的尺度进行一定的研究，让公权力行使可以控制在法

律授权的范围内，有效的保障权力行使的效果性，避免权力被

滥用。法治在本质上进行分析是对法律在社会中的最高权威

进行明确，对权力进行一定约束，从而保障权力实施过程中涉

及到的人员自由和权利内容。因此高校的领导干部在校园管

理工作中，需要按照依法思维模式，对各项监督内容进行有效

的履行，明确履行的监督责任和义务，对出现的错误要进行主

动的解决，确保国家在各项教育改革中的政策可以在校园内进

行落实，体现监督角色的价值，把权力行使在监督之下，明确权

力行使的规范性和有序性[3]。

2　高校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建设内容
2.1　领导干部的价值思维　首先，是程序价值的重要体

现，高校管理者需要以维护校园良好秩序为基本前提，在秩序

的评价标准上需要体现公共意志，按照程序合法化，秩序正当

化等方式行使公权力，不能盲目的以权代法，要对问题和冲突

进行主动的解决。其次，在人权价值上需要体现保障校园每个

人的公民权利，人权的保障体现在结果保障范围内，要按照程

序进行办事，公开依据公开全过程公开办事结果的方式，落实

每一个管理工作的细节中。最后在公正价值上需要把高校的

管理工作有效的跟法律规则的含义和价值进行充分的联系，在

实践中找寻规则的出路，提高规则在实践过程中的适用性。

2.2　领导干部需要有规则思维　规则思维是最为基础性
的，思维也具有较高的通用性和公共性，这是法治国家中需要

在法治领域获得体现的重要内容。规则是行动的方向和指南，

指引着行动前进的方向，法治国家需要在法制体系建设中进行

规则的完善，让规则可以进行全面性、协调性、规范性的体现。

高校的领导干部需要具有较高的规则思维意识，按照相应规则

进行校园管理工作，对于规则要进行合理解释，用动态具体适

用的方针。明确在具体的校园管理工作中，针对事实问题进行

具体分析，按照法律精神和宗旨的需要按照原则进行解释规则

的建立，不能脱离法律，解释规则内容，干部领导在规则意识的

树立上进行强化，摆脱传统的人治思维模式，用法制思维规则

进行依法办事，依据规则制定相应的高校管理政策，不能把相

应的政策制定内容凌驾在法律规则之上。

2.3　领导干部需要具有程序思维　英国大法官威廉道格
拉斯提出：“程序思维是对正义的最好展现，是法治和人治之间

的根本区别。”因此高校的领导干部需要具有较高的程序思维

意识，首先需要对法律规则程序进行主动的遵守，权力行使过

程中，把程序建立在行使的全过程内，积极的明确事物解决的

方向，用法治思维姿态去主动的解决问题，非法干预，按照法律

轨道行使相应的权利，最终形成完整的权利处理和结论规则。

达到权力-处理-结论的闭环，高校领导干部权力行使中需要
根本保障的内容，建立良好的程序思维有助于学校各个主体积

极的参与到校园管理中来，科学有效的发挥校园各主体职责，

纠正校园管理中存在的不当管理行为，对于违法行为也可以进

行有效的避免，把校园的管理工作引导到正确的轨道。

2.4　领导干部需要具有实践思维　高校的领导干部需要
在实践中进行校园管理工作的开展，贯彻国家高校教育工作的

要求。因此领导干部需要在法治实践中体现公共权力的价值，

努力维护校园各主体之间的基本权利，运用法治思维理念处理

实践事务。在实践中总结法治思维内涵，切实了解校园各主体

存在的公共意识。对于校园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本着法

律规则和法律程序内容进行法治结论的建立，法律规则的内容

按照一定法律标准进行结论的提出。

3　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的领导干部需要在法治思维培育上进行有

效的研究。（下转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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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地理试题设计
◎ 陆链辉 ／清远市第三中学　广东　清远　511500

　　摘要：地理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于地理环境关系
的学科。教材中的原理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总结，对生活有

指导意义，作为地理教师，我们设计地理试题应立足于客观的

地理情境。

关键词：情境；试题设计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1]，学科核心

素养是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中或以后所形成的，在解决真实情

境中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高考评价

体系》中也明确[2]，学生在长期学习过程中要具备运用必备知

识的关键能力，教师应培养学生利用所学处理复杂地理问题的

学科素养，学生在知识积累、能力提升和素质养成过程中逐渐

形成正确的核心价值。作为地理教师，在试题设计时，应该充

分发掘身边的地理情境，把地理现象渗透到试题设计中。

1　乡土地理材料及问题设计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伦洲岛（23°42′N，113°07′E）在清远市洲心镇内，
是典型的冲积岛。岛上耕地960亩，以种植花生、红薯等经济
作物为主；岛屿西南设有码头和渡轮，岛上居民对外交流通过

该码头乘渡轮过河进行。目前，随着人们对旅游资源需求的增

加，伦洲岛已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并配置了由码头到沙滩的观光

车，游客可以乘坐观光车前往沙滩。

材料二

　
码头日落　　　　　　　　伦洲岛简图

1.伦洲岛旅游有明显的季节性，旺季是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2.关于岛上沙滩的说法，正确的是
A.岛屿南段河流以侵蚀为主，因此沙滩面积较小
B.由岛屿南岸形成沙滩可知，河流流向自西向东
C.岛屿上游经过峡谷，水流速度快，沙滩会被侵蚀面积不

断缩小

D.岛屿北段河流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在岛屿北岸泥沙堆
积形成沙滩

3.上图是居民覃某3月21日在码头拍的日落照片，据图
判断拍摄的时间可能是

A.17：30　　B.18：00　　C.18：30　　D.19：00
4.游客李某在同样的位置于6月22日也拍摄了一张日落

的照片，但很明显跟居民覃某拍摄的时间和方位都不同，正确

的是

A.李某拍摄要晚于覃某，太阳位置偏北　　
B.李某拍摄要早于覃某，太阳位置偏北
C.李某拍摄要早于覃某，太阳位置偏南　　
D.李某拍摄要晚于覃某，太阳位置偏南
5.关于岛上码头观光车和土特产经营点的分布，正确的是
①A侧为土特产经营点 ②B侧为土特产经营点 ③A侧停

靠观光车 ④B侧停靠观光车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答案：1.B2.D3.C4.A5.C
2　乡土地理问题设计思维和意图
本试题设计选取清远本地的热门景点，考查学生运用地理

学科知识解决身边地理问题是综合思维能力。用身边的地理

现象解答教材知识，把所学和家乡的地理现象相结合，有助于

学生更好地认识和解决人地关系问题。

题型设计应由易及难，符合学生做题思维。如第1题，沙
滩游玩的最佳季节，考查陆地和河流的热力性质差异，学生很

容易得出答案。第2题，地球上水平运动的物体受地转偏向力
的影响而发生偏转，“北半球右偏，南半球左偏”。学生通过

“左右手定则”得出答案。第3题“码头日落”，是提升学生运
用所学解决身边地理问题的最好素材，考查学生理解地方时和

北京时间的差别。第4题，两张照片的时间和方位，暗含着两
方面知识，一是春分日和夏至日视运动的差别，二是春分日和

夏季的昼夜长短差别。只有在掌握这两个地理规律上的差异

后，才能找到正确答案。第 5题考查商业网点和交通点的布
局，如果学生缺乏生活体验，仅靠记忆教材知识，很难解答。在

我国内地，无论车辆行驶还是人们行走，都遵循靠右原则。从

本题可以看出，地理实践力有利于提高学生解决地理问题的能

力，反馈出学生的学科学习能力。

地理原理来自地理现象。试题设计应侧重家乡的地理现

象，有助于学生更加容易理解教材的基本原理，通过学科知识

解答乡土地理问题时，能提高学生地理实践力，培养学科思维

和综合能力，在解决乡土地理问题的同时，树立热爱家乡的情

怀和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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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科学严谨的评价机制构建，充分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对领导

干部的工作成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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