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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的探索与展望

邱帅萍#王一然
"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2!!#$!$

摘4要#近些年来#湖南省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在观念%方式等方面取得明显的成效$ 但是#仍然存在青少年法律意

识教育不够深入%中小学法治教育人才缺乏%行政机关的相关举措力度不够等问题$ 后续普法工作的开展#应根据青少

年的特点和当前的不足#重点培养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多方面提升学校普法教育质量#完善行政机关的普法工作#有针对

性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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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0;#$#$ 年$/

明确指出#青少年是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

近些年来#湖南省的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持续推

进#成效明显' 然而#从 #$!*年 !#月 # 日发生的

湖南省沅江市 !# 岁孩子吴某弑母案#到 #$!* 年

!#月 "!日发生的湖南省衡南县 !" 岁孩子罗某

故意伤害双亲致死案#再到 #$!: 年 ! 月 !) 日发

生的湖南省涟源市 !" 岁孩子严某某伤害同学致

死案等#短时间内发生多起悲剧说明青少年普法

工作存在不足' 总的来说#湖南省青少年普法教

育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和完善'

!4湖南省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取得的

成效

近年来#湖南省高度重视培养和提高青少年

的法律素质#从多方面改进省内青少年普法工作#

通过对普法的观念(方式(责任(内容等方面的优

化#普法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4普法观念实现了转型

普法工作中不可忽视对青少年价值观念的塑

造'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时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要坚持%八个统一&#其中之一是坚持价值性

和知识性的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

过去#湖南省的青少年普法教育侧重于灌输法律

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法的基本价值的培育'

#$!0年是第七个五年普法的开局之年#为了响应

中央将高校普法重心转移到培育法治观念的号

召#湖南省积极推进青少年的普法转型#发放了

%七五&小册子#开展%七五&普法学法考试#等等'

这一系列行动旨在营造青少年尊重法律的环境#

建立用法(守法规则#深化青少年的司法价值观#

创造%湖南模式&' 法最大的价值是公平(公正和

秩序' 有了法才有秩序#这是青少年普法教育的

第一课#只有形成尊重秩序(遵守秩序的价值观#

社会才能和平稳定' 因而#首先必须把握普法从

传授知识转向培育价值的现实基础#当青少年心

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法律价值观念#他们就会更

倾向于遵循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规范自己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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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了普法方式

湖南省在普法工作中重视对宣传方式的创

新' 长沙市和石门县等地积极运用%互联网g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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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案释法(%指尖普法&#有效助推法治宣传工

作#积极为青少年普法宣传提供新的方法和路

径*#+

' 目前#举办法治讲座(开展法治宣传表演

是在中学校园中进行普法宣传的主要形式' 湖南

省绝大多数中学逐步开始举办各种各样的法治教

育活动#如每年的湖南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周*"+

#以及在教育部门的援助下开展的一系列法

律信息发布会等' 这些法治宣传活动向中学生宣

传重要法律知识和观念#帮助在校学生了解法律

常识' 这是普法方式的一个创新' 从中国网民年

龄结构来看#青少年学生群体所占比重明显较高'

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网络开展普法工作实效性强(

受众面广泛#实时的法治新闻传播速度快' 因此#

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进行普法十分必要#这对于加

强青少年普法教育也有着深远的影响*2+

'

!("4明确了普法责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国家机

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 司法机关和

行政机关人员在普法工作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

色#是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湖南省青少年普法工

作的一个难题' 最近#司法部省级检验单位建立

评估审查小组#并召开省直机关落实%谁执法谁

普法&责任制履职评议大会#对省直单位落实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工作情况进行了

考评*)+

'

湖南省法院作为执法者普法的先行者#在湖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行省高院机关%送法进校

园&活动' 活动中#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学生

发放法律书籍#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使法治教育

课生动而且有意义' 法官教导青年学生应该在内

心深处牢固树立诚信的规则#教育他们平日的言

行遵守规则#阐明守法者会得到法律保护的道理#

以及解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 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开展%送法进校园&的活动#对青少年普

法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0+

' 这一方面落实了中

央提出的%谁普法谁执法&的要求#推进了青少年

法治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广大学生守

法用法(尊重法学专业(履行法律义务的热情#为

青少年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1+

'

!(24普法内容切合实际

湖南省创新应用电视普法模式#聚焦青少年

校园生活#回应了社会关切' 例如#针对校园贷的

乱象及其危害#湖南广播电视台推出了.害人的

%校园贷&/这一栏目#邀请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官来到现场#以执法者的身份#从司法人员独到

的视角和思维为公众甄别了%校园贷&中的违法

问题**+

' 通过这一电视节目的普法活动#青少年

很好地认识到了%校园贷&的风险#这对维护平安

校园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 双向性(参与式的知

识互动使得青少年普法教育完成了关门办案到释

法说理的转变#及时消解了校园热点问题*:+

'

#4湖南省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存在的

不足

近年来湖南省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虽然取得

了巨大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4青少年法律意识有待加强

法律意识的薄弱使青少年无法正确规范自己

的行为#一些青少年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

毫无认识#也不知自己的行为对家庭和社会造成

了多大的危害' 有调查结果显示#遇到违法行为

时#有 ")Z的青少年因不懂法律而选择了私了#

#$Z的青少年不相信法律的公正#从而放弃维权)

在对待学习法律知识的态度上#有 !!Z的青少年

因缺乏兴趣不会积极学习法律#"#Z的青少年认

为法律与自己无关#不想学习#还有 #!Z的青少

年因没有时间而放弃学习法律知识*!$+

' 不难看

出#还是有一部分青少年不懂得运用法律来解决

问题(不愿意学习法律'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青少

年法律意识的培养教育不够全面和深入'

青少年正处于各方面都未定型的阶段#心理

生理都不够成熟' 他们思想单纯#容易情绪烦躁(

心态失衡)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尚未形成完整的价

值观和坚定的意志力' 他们在价值取向方面的选

择能力弱#叛逆心理强)缺乏生活经验#意志力薄

弱#难以抵抗社会不良风气的诱惑)喜欢寻求刺

激#好奇(好玩(好强#冲动时比较容易犯错误#甚

至触犯法律' 这就需要普法工作者根据青少年的

不同性格(不同思想#及时与他们进行沟通#经常

对他们进行心理教育与法治教育'

#(#4中小学法治教育人才缺乏

湖南省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个难题

是法治教育人才的缺失' 目前#省内虽有开设法

律专业的高校#但没有类似于%法治教育&师范生

的专业培养模式' 这就导致在小学和中学正在进

行法律教育的教师是非常不专业(不稳定的#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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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公检法等部门的人兼职授课#虽然有社会

经验#但是上课时间有限#而且没有掌握太多的针

对青少年的教育理论知识和教学技能#不能担任

好教师这个角色)要么是其他非法学专业的教师

挂职教授法律#他们往往不能透彻理解法律制度#

甚至有可能导致许多学生误解法律知识' 省内中

小学鲜有专业的普法教师#并且缺乏专门从事普

法的研究人员' 仅有的从事青少年普法工作的教

师#有的缺乏法律专业知识#有的对法律的精通只

有一个特定区域#他们没有充分了解或者说不精

通法律教育' 事实上#青少年普法体系的设置方

面也缺少专业的法律文献' 高校的专家学者大多

专攻于各个部门法#不同的法律专业与普法教育

之间有一定的隔阂#很少有高校教师专门从事青

少年普法工作#也就难以对青少年普法工作提供

更多的参考意见*!!+

'

中学普法宣传教育的方式仍有待创新' 中学

法治教育人才的缺失#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现

有教师的创新能力不足#中学普法教育的方式方

法相对落后' 湖南省普法教育方式的创新的确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学普

法宣传教育仍存在观念陈旧(教育形式与教学内

容枯燥乏味等问题#普法宣传工作流于形式#学校

把重心放在高考与中考所考查的科目上#这自然

就导致了学校普法教育方式相对%落后&' 另外#

湖南省内中学的教育体系中缺乏法治教育' 现有

师资力量不足#导致中学只能进行一定的法制教

育' 法治教育与法制教育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

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而后者试图解决

的是%怎样运用法律&' 亦即#法制教育传授的知

识停留在表面#而法治教育是内在的(法治素养层

面的教育*!#+

' 从现行的中学教育来看#并没有法

治教育#只存在很小程度的法制教育'

#("4行政机关的相关举措有待加强

社会和学校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给政府部门

的青少年普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中一

些不良文化借助报纸(杂志(音频(视频图像(电子

游戏以及网络产品传播' 这些内容出现在社会(

学校和家庭#不知不觉中会促使青少年走上犯罪

这一条不归路' 面对这些潜在的不良环境#教育

行政部门没有建立青少年法治教育实施机制#缺

乏对青少年普法工作的指导#并且没有对相关普

法工作的实施进行监督' 同时#没有建立起相对

完善的普法工作考核机制#只有到政府检查时才

会临时给予反馈' 此外#湖南省教育部门没有出

台相关规定将全省中小学作为宣传法治教育的重

要平台' 在湖南各地#大多数教育行政部门忽略

了最基本的法律教育#因为高考和中考并没有将

法律学科纳入考试范围#这就容易导致公立学校

开展应试教育#学校通常不关心法律教育#在高考

的压力下甚至砍掉了很多法律教育的时间#轻视

法治意识的培养*!"+

'

"4青少年普法工作的改进与完善

普法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可考虑从以下

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4重点培养青少年的法律意识

近年来#湖南省频频发生青少年杀人案件'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青少年不会积极地学

习法律知识#法律意识薄弱导致他们不懂得如何

运用法律来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由此可见#湖南省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工作有

待进一步提高#要在普法教育的过程中重点培养

青少年的法律意识' 培养青少年的法律意识#要

在开展普法工作时讲求相应的方式方法#注意青

少年群体的特殊性' 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都还不

够成熟#如果不能正确地开展普法教育#就容易让

他们产生叛逆心理和抵抗情绪#甚至会出现知法

犯法的极端情况' 这就要求我们的普法工作根据

每个青少年不同的性格#因人制宜#寓教于乐' 用

一种更容易被广大青少年接受的方式开展法治教

育#注重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通过法治教育对青

少年产生良好的影响#逐步提高青少年的法律

意识*!2+

'

"(#4多方面提升学校普法教育质量

首先#要增强学校法治人才的储备' 教师是

普法宣传教育中不可替代的角色#普法教师必须

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 湖南省青少年普法的一个

难题是法治教育人才的缺失#省内中小学中鲜有

专业的普法教师#并且缺乏专门从事普法的研究

人员' 因此#学校应招收法律专业的教师#要鼓励

和吸引研究人员到普法领域#以尽快建立完整成

熟的青少年法律普及系统' 湖南省的中小学(幼

儿园应重点聘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教师#帮助青

少年在学习生活中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 增加中

小学(幼儿园法律专业教师的人数#这将会有更多

的机会来提高省内青少年法律专业教育的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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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学校在聘请法律专业教师的同时#也要加

强现有师资队伍的法律教育能力' 长期以来#青

少年的法律教育课程都是由政治课老师兼任#有

些老师本身对法律一知半解#普法宣传教育往往

成为应对平日考试的任务' 单纯的背诵和%填鸭

式&的教学很容易使青少年产生厌恶和逆反情

绪#丧失对法律知识学习的兴趣' 这就要求普法

者具备更高的法治素养#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

高进行法治宣传教育的教师的整体水平' 加强师

资队伍的建设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原来的教师

培训模式中#法律教育课程的培训对象不是接受

过法学教育的专业人才#所以加强现有教师的法

律专业能力(夯实他们进行法律教育事业的法律

基础是当务之急)第二#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教

师进行的普法教育应当以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为

目的#教师本身需要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

)第

三#湖南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划拨给学校的专项

教育资金应当用于相应支出#以保障教育培训课

程的专款专用'

其次#要创新中学普法教育的形式' 第一#中

学的法律专业教师可以在保证专业性的基础上#

注重课堂教学的系统性(实效性和体验性#采用多

种灵活形式#增强趣味性#法律教师不能简单地将

传授法律知识作为课程内容#强制性地令青少年

学习#应当使上法律课成为青少年感兴趣的活动'

不能让教育形式局限于传统教学#中学社团可以

自主组织各类普法活动#如辩论赛(普法趣味活动

等#还可以定期进行相应的知识竞赛#达到寓教于

乐的目的' 第二#中学可以通过开班会让学生讲

述法治故事#通过专业教师提供的法律知识培训

让学生学会运用和分析法律知识#可以学习其他

国家中学的创新普法宣传教育形式#不但能让青

少年了解法律法规#还能促使普法活动由被动转

为主动' 第三#中学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开设法学

教育专家讲座#还可以邀请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

和其他法律专业人士进行定期的普法宣传'

最后#学校的法律教育要以增强学生的权利

意识为导向' 过去#湖南的普法很多时候是在宣

传刚性的内容#强调学生需要履行的义务' 中小

学的教育应当从宪法出发#以公民的基本权利为

主要教育内容' 宪法中对于权利的规定是明确

的#但缺乏基本的法律教育来使青少年对权利有

一个透彻的理解' 人身权和财产权是最基本的权

利#在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产生的权利

保护#必须加以明确' 与此同时#所谓%无救济即

无权利&#要教会青少年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的

正确维权方法' 此外#湖南省中小学的普法教育

方式方法应考虑到每个年龄段的青少年所能理解

的法律范围#根据学生的年龄#用可接受的方式传

授知识#达到法治教育的实用性标准#这是普法的

精髓所在' 因此#法律知识的宣传方法和手段应

该是灵活的(有弹性的' 青少年可以通过对法律

内容的学习端正态度(增强学习意愿#使普法教育

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并自然而然地被

接受#实现有意义的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的宣传

模式不能过于僵化#要使法律知识从被动接受转

为主动传播#从单向授予知识到多方向交互

渗透*!0+

'

"("4继续完善行政机关的普法工作

要有效发挥规章制度的价值指引作用' 教育

部门要强化对青少年普法工作的领导#真正从制

度上建设(保障和管理好普法宣传教育工作' 规

定学校或机关团体必须将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定期在校园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完善相应的奖励制度#使青少年普法工作具备良

好的宣传和教育环境' 要进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

励#奖励和惩处相结合#对那些落实不力的学校(

机关团体进行通报批评或惩处*!1+

' 湖南省教育

行政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适时将法治

教育纳入学校必修考试的范围#以发挥考试%指

挥棒&的作用' 只有省政府重视法治教育#才能

真正实现普法和加强法治教育的统一'

要营造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 榜样的力量非

常重要#针对社会不良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问题#

可以通过树立相应的模范榜样来感染和激励青少

年进行法律知识的学习#并自觉遵守法律规范#抵

制不良信息的影响' 应该加强文化建设#严厉打

击和消除不良文化的传播#为青少年创造一个良

好的文化氛围' 另外#要加强教育管理#呼吁青少

年自觉抵制不健康的文化)充分发挥互联网和媒

体的力量#开展宣传教育' 当前#绝大多数的不良

信息来源于网络#远超于报纸期刊#绝大多数年轻

人选择微信阅读或微博阅读等网上阅读方式#并

且受其影响巨大' 可通过这些为年轻人所熟知的

网络平台开展宣传教育#利用电视图像(报纸文

字(语音网络鼓励青少年积极传唱法治歌曲#让法

治思想(法治意识在青少年的心里萌芽#在悠扬的

歌声中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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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普法#任重而道远' 这个过程中#湖南

省在普法的观念(方式(责任和内容的改进上取得

了成效#但也存在不足' 应当从分析青少年性格

入手#因人制宜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学校推进

普法教育#政府完善普法工作#不断地对青少年进

行法律熏陶#才能构建更完善的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 湖南省司法厅(湖南省七五普法读本)#$!:* '=((长

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沙运用!互联网g以案释法"致力打

造!指尖上的普法"'[\+V>(()#$!:

3

$0

3

$"*'#$#$

3

$1

3

$0((EOOTJ+++YYY(J&EM(-&K+G+"!*#2):*:]!#$!0"$!"(

'"( 法制日报(湖南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

V>(()#$!:

3

!$

3

$:*'#$#$

3

!$

3

!1((EOOT+++YYY(K&,(C&N(

-.+7ATGHOKA.O+-&.OA.O+#$!:

3

!$+$:+0!$]"#""1)2(EOKB(

'2( 杨茜#刘琦(!互联网g

"模式下的青少年普法教育问

题研究'8((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1$

3

12(

')( 杨伟东(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推动普法转型升

级'8((人民论坛##$!1)!1*+!$:

3

!!!(

'0(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制与新闻+#$!: 年湖南省法

院!送法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V>(()#$!:

3

$#

3

#)*'#$#$

3

$1

3

$!((EOOT+++EM.G.FP(-E'.G-&MHO(C&N(-.+

GHO'-BA+%AOG'B+#$!:+$#+'%+"1"020!(JEOKB(

'1( 范运田(规范执法深度普法...湖南国家机关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实践与展望'<((湖南日报#

#$!1

3

$:

3

!2)!2*(

'*( 湖南检察(以案释法#以检察官的名义)二*'[\+V>((

)#$!*

3

$0

3

#** '#$#$

3

$1

3

$2((EOOTJ+++/MG'WG&(XX(

-&K+J+#$!*$0#*6!a?[\$$0 HAFAH

h

JT'%AH(

':( 谷伟(浅析电视普法模式的创新应用...检察官以案

释法#以湖南经视,经视说法-为例'8((今传媒##$!*

)!!*+")

3

"1(

'!$( 陈亚奇(湖南省高中生法制教育研究'7((长沙+湖南

师范大学##$!1(

'!!( 余雅风#吴会会(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亟须提升中小学

法治教育实效'8((中国教育学刊##$!*)"*+!

3

0(

'!#( 覃淮宇#卢臻(法治教育+青少年普法之必经路

径'8((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0)0*+

!)#

3

!)0(

'!"( 汤阳(当代信息网络传播环境下大学生法制教育内

容与途径研究'7((武汉+武汉理工大学##$!0(

'!2( 吕增艳#崔晓美(加强学校法治教育提高学生法律意

识'8((现代中小学教育##$!2)!#*+!")(

'!)( 周昊文(以案说法+青少年学生精准普法的创新形

式'8((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

3

2)(

'!0( 邓多文(高校学生普法转型+从传授知识到培育价

值'8((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2)

3

)1(

'!1( 莫桑梓(普法教育绩效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8((法

制与社会发展##$!*)0*+#!$

3

##$(

2N15$%',-$('()*%$?1#+,$.83>#(-5#G'E*$135'%-O',-$(2)3+',-$(

b?@DEMG'T'.C# ^6<59'HG.

"D-E&&B&F>GYJG.% cMWB'-6%K'.'JOHGO'&.# LM.G. @.'NAHJ'OP&FD-'A.-AG.% QA-E.&B&CP# R'G.COG. 2!!#$!# SE'.G$

!"#$%&'$! ?. HA-A.OPAGHJ# LM.G. ,MNA.'BABGYT&TMBGH'_GO'&. A%M-GO'&. EGJG-E'ANA% &WN'&MJHAJMBOJ'.

OEA-&.-ATOJ# KAOE&%JG.% &OEAHGJTA-OJ# WMOJ&KATH&WBAKJJO'BBAI'JO# JM-E GJOEABG-/ &FOEAOHG'.'.C'.

'.-HAGJ'.CBACGBGYGHA.AJJ&FP&M.CTA&TBA# OEABG-/ &FOGBA.OJF&HHMBAU&FUBGYA%M-GO'&. '. TH'KGHPG.%

JA-&.%GHPJ-E&&BJ# G.% OEA'.JMFF'-'A.OJOHA.COE '. OEAHABANG.OKAGJMHAJ&FG%K'.'JOHGO'NA&HCG.J(?. &H%AHO&

-GHHP&MOOEAF&BB&YUMT BGYT&TMBGH'_GO'&. Y&H/# 'O'JJMTT&JA% O&F&-MJ&. -MBO'NGO'.COEABACGBGYGHA.AJJ&F

OAA.GCAHJG--&H%'.CO&OEA'H-EGHG-OAH'JO'-JG.% -MHHA.O%AF'-'A.-'AJ# MTCHG%AOEABGYT&TMBGH'_GO'&. A%M-GO'&.

'. J-E&&BJ'. NGH'&MJGJTA-OJ# 'KTH&NAOEABGYT&TMBGH'_GO'&. &FG%K'.'JOHGO'NA&HCG.J# G.% -GHHP&MOOGHCAOA%

TMWB'-'OPG.% A%M-GO'&. &. OEAHMBA&FBGY(

()*+,%-#! ,MNA.'BA) BGYT&TMBGH'_GO'&.) HMBAU&FUBGYA%M-GO'&.) TMWB'-'OP

$责任校对4王小飞%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