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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旁听和讲评
“三合一”进高校活动，打造高校法治教育

新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

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高校大学生是青

年群体中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的时代重任。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法律信仰与

法治意识、保证大学生健康成才，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

我们一项重要任务。2023 年 2 月，市司法局与市教委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旁听和讲评“三合一”进高校活动的通

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

想融入本市高校教育，提升高校法治教育水平，在本市各高校营造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一、背景缘由

“三合一”活动是上海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工作的一项制度

创新，自 2017 年市政府与市三中院首次联合组织“三合一”活动，到

如今全市开展了 100 余次，活动开展日趋常态化、规范化。尤其自

2021 年起，我市积极推动“三合一”活动进市、区委两级党校，对加

强行政应诉工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也明确提出要

“推动法学院校与法治工作部门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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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生实习实训等环节深度衔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旁听、

讲评“三合一”活动与高校行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法

律课程紧密相关，可以为高校相关课程提供真实的实践教学平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努力使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行政机关组织开展“三合一”活动进高

校，是在“三合一”活动进党校模式上做出的新的制度创新，能够充分

发挥行政机关负责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示范作用，带动提升大学

生这一接受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化底蕴和知识素养的群体法治意

识，并以其特有的作用影响着社会的法治意识水平，进而决定中国

法治建设的未来。

二、基本做法

2023 年 2 月，市司法局与市教委联合发文，在全市开展“三合一”

活动进高校工作，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形式安

排本市高等院校学生旁听行政诉讼案件庭审过程，并组织学生围绕

旁听的行政诉讼案件撰写文章参与评比，通过分析思考、撰写文章

更好地引导高校学生涵养法治情怀，增强法治思维，树立法治信仰。

一是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金山、奉贤、宝山、青浦、杨浦、徐

汇、闵行、崇明等区司法局与高等院校签订“三合一”进高校合作

框架协议，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以机制引领行政机关与高校深化合

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法治实践与法学教育的良性互动，拓

展法学教育途径，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共同推进法治建设和法学

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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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展“三合一”进高校实践活动。全市 16 个区全部举行“三

合一”进高校实践活动，推动三合一活动走进 19 所高等院校，覆盖

法学类、理工类、金融类、医学类、艺术类、高职类等各学科学生。

青浦的“挖”，深挖青浦高校资源，促成与上海政法学院达成合作；

金山的“跨”，金山高校资源短缺，因此其跨区域与华东政法大学

达成合作；杨浦的“联”，杨浦高校资源丰富，联合多所高校进行

合作；徐汇的“延”，在开展活动时，将旁听的学生延伸至没有法

律专业背景的高校学生，让他们近距离感受法治魅力，提高学生整

体法治素养。

三是放大“三合一”进高校活动溢出效应。奉贤、徐汇、崇明

区司法局分别与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和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学院建立实践、实训基地，杨浦区司法局与复

旦大学法学院、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理工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杨浦•法治荟”活动，松江区司法局与华

东政法大学开展实战模拟法庭进高校活动。借助“三合一”进高校

活动的开展，行政机关与高校开展多方面合作，进一步释放“三合

一”进高校活动的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

四是“三合一”进高校活动形式多样。长宁组织学生到法院观

摩庭审，普陀将庭审过程视频连线到学校，金山、杨浦区司法局将

庭审搬到了高校，杨浦区司法局结合世界环境日选取生态环境保护

案件并网络直播，获得 33 万的网络点击量；松江区司法局自选案件，

开展教学版的模拟庭审；宝山、青浦区司法局采取学生提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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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现场教学形式释难解疑。五是开展征文活动。学生围绕旁听的

行政诉讼案件，聚焦旁听后的学习感悟、旁听庭审中发现的问题、

分析思考后的建议等撰写文章，将法治教育的效果落到实处。

三、主要成效

一是拓展“三合一”活动的新维度。推动“三合一”活动进高

校，是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力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校园

的有力举措。通过行政手段的设计推动，将行政诉讼法治实践带入

高校，进一步拓宽行政复议应诉工作的影响力，将更多的人群纳入

到上海法治政府建设大格局中。

二是培育法治课堂学习新品牌。将行政案件的庭审过程搬进高

校课堂，把真实的庭审过程课程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

动实践，有效丰富课程设置，突破教学设计局限，完善教学课程体

系，推动法治教育改革，打造精品课堂，推动高校学习课程持续做

精、做实、做强，切实为大学生提供更有意义、更富实效的“沉浸

式”课堂，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获得触动人心新感悟。大学生现场旁听案件庭审，亲历法

庭审判和庭审过程，摒弃死记硬背的灌输，以一种更加直观的形式

与法治之间建立感性关联，了解社会主义法治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

关怀、对权利尊严的彰显，接受蕴含于庭审法律知识背后的法治精

神的洗礼，润信仰身铸法治魂，让大学生在法治实践中与法治开展

内心对话，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法治实践教育。参与活动高校学生感

言“之前我在模拟法庭也打过辩论赛，赢过几次也拿过最佳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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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坐在庭下近距离感受了这样一次真实的法庭庭审，这种紧

张感、代入感是模拟法庭所不能比拟的，希望还能有更多类似活动”。

四、推广价值

2023 年，在市司法局与市教委的指导推动下，本市 16 个区以多

种形式开展了“三合一”进高校活动，进行有益探索，在推动法学

教育与法治实务进一步融合方面，提供生动的实践样本。

一是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方向。这是“三合一”进高校活动

的基本遵循，也是法治教育改革的基本依托。推进“三合一”进高

校活动，就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将“三合一”活动平台与

高校法治教育相融合，将高校变成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阵地，

抓住未来重要多数。

二是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

方式，“三合一”进高校活动符合法治原则、体现法治精神，搭建

了高校师生和司法行政机关、法院的交流互动平台，有助于推动多

元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三合一”进高校活动的根本目的就

是以学生为中心，高校是“科学种苗的繁育场、是社会动能的输出

地、是专业知识的大讲堂”，让高校学子亲身走进法庭、聆听庭审，

增强了学生法治意识，深刻感受司法公正和依法行政的重要性，把

大学生从头回客变为回头客、把大学生的心愿单变为司法行政部门

的服务单和履职单、把大学生从活动的旁观者变为实践的参与者。

强化学生作为未来法律人的主体意识，将更多的人群纳入到上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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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府建设大格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