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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闭幕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少年的你》一举夺得
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新人两项大奖，使这个青春校园主题电影又一
次为全社会热议。如同电影首发海报铅灰色的背景，影片聚焦
校园暴力与青少年犯罪问题，展示了青春靓丽表相之下迷惘痛苦
的黑暗面。即便电影结局勉强算得圆满，然而倘或两个年轻主
人公未曾触及法律罗网的严酷，也就可少一些心灵破碎带来的沉
重。但由电影的戏剧性引发的问题更为现实，针对青春期学生
进行法治教育已历时数年，然而青少年犯罪问题仍然时有发生。
这不仅事关学校教育品质，更是整个社会对培养未来合格接班人
的关注焦点，因此格外需要加以重视与分析。

1  对青春期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必要性
1.1 特殊成长阶段的身心发育矛盾
青春期是人整个生命周期中肌体成长最快速的时期。各种激

素旺盛分泌使第二性征出现，身体机能达到最高峰。仅从生理
层面看，此时的未成年人各项指标已基本接近成年。但从心理
和思想方面看，成熟的肌体与心智却并不匹配。除了显著增长
的独立意识，缺少客观理性的自我定位、冲动的情绪、多变的
思维等都是这个阶段绝大多数青少年个性品格的典型缺陷。

正如大教育家孔子所言：“少年之时，血气未定”。此时
的青春期学生正是最不稳定的半成熟半幼稚时期，因而对人处事往
往只凭本能，无法通过辩证分析理性应对。而这恰恰也是这个时期
的人最易触及法律红线的危险所在。因此，对青春期学生进行法治
教育正如给一匹烈马套上法治思想的缰绳，使其能够沿着更加正确
的道路快速奔跑，而不至于信马由缰偏离了人生轨道。

1.2 家庭生活普遍缺少法治教育环境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开始，改革开放与独生子女政策几

乎同时启动。快速积累的物质财富及更少的抚养负担促使越来越
多中国家庭获得前所未有的优越生活条件，也使众多父母拥有丰
富资源供养一个孩子。

然而在传统文化习俗影响下，中国家庭教育通常并不涉及法
律常识或知识的部分。因此，当众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督
促子女好好学习的同时，法治教育却成为家庭教育中缺失的一环。

2  对青春期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策略
2.1 多种教育手段综合应用构建法治教育立体框架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基于兴趣的教育才能产生具有主动

性的学习效果。对青春期的学生尤其如此。纵观应试教育传统模
式不难发现，相当多青春期学生仅仅为了应付教师和考试而不得
不学习。死记硬背培养出的是高分低能的应试机器，这对需要理
论联系实践的法治教育显然是背道而驰。

因此，只有多种教育手段综合应用构建法治教育立体框架，
对青春期学生开展的法治教育才能实现内化与固化。

比如在书本教材基础上结合图片、图像、音视频。法治教育
是需要学以致用的实用化教育，学生需要从抽象的教义转化为具
象的体验才能实现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的转变。因此，结合图
片、图像、音视频开展案例化教学更为实用。例如优秀的影视剧
片断；记录片节选；真实的法庭庭审实录等。动态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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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教学能够从视觉、听觉等多感官全面激发学生投入学习的好
奇和热情，这对提高学生认知及理解力更为有益。

2.2 坚持问题导向，走实践化道路
青春期的迷惘及不稳定会时常引发青少年学生对各种问题的

质疑，而寻求答案的路径往往不止一条。倘若在自我求解的过程
中遭遇失实失真的答案，则极有可能导致学生走上歧途乃至绝路。
因此，对青春期学生进行法治教育还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走实践
化道路，将法律常识或知识落到实处。

比如由学生提出疑难问题，学校出面邀请专业法律人士组织
专题讲座或热点问题分析；与地方法院建立合作机制，在有涉及
青少年犯罪的案件审理时，组织学生参与当地法院现场庭审；与
有资质的线上法律志愿服务机构进行合作，开展在线或离线法律
问题解答等。

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化道路不仅是在帮助青春期学生树立法
治意识，也有助于改变学生长久以来存在的认知误区，也就是认
识到法律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性。同时，这也是避免传统
模式下法治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问题的重要举措。

2.3 强化家园互动，夯实家庭内部法治教育基础
法治教育是需要时间积淀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系统性工

程，不能仅仅依赖课堂上有限的数十分钟，而是必须充分延伸到
课堂内外。因此，强化家园互动，夯实家庭内部法治教育基础非
常重要。

学校需要借助家长会等平台开展针对家长的法律知识普及。
也可以充分利用班级微信群定期发布法治教育相关通知、文件、
报告，帮助家长树立法治意识。同时，可以将家长中的法律专业
人士如警察、律师、检察官、法官等作为编外导师开展针对家长
的宣传教育活动。为从根本上提高家庭法治教育水平，学校也可
同时为家长和学生布置法律知识学习内容，通过亲子活动营造更
加浓厚的家庭法治教育氛围等。

3  结束语
青春期显著的独立意识与缺少辩证分析的判断力决定了这个

阶段的年轻学生更具冒险性、缺乏稳定性，因而更易触及各种规
则的底线，尤其是法律权威的边缘。为了化解这样严重的风险，教
育和引导必不可少。但更加优越的生存环境和家庭生活中法治教
育的缺失又决定了不少青春期学生对传统教育模式心存抵触，因
而格外需要优化法治教育方式方法。除了使教育更加贴近现实生
活，综合应用多种教育手段同样不可或缺。只有以更加趣味、生
动的形式激发学生兴趣，法治教育才能实现理论联系实际，才能
通过提升青春期学生的接受度与认同感实现因材施教。这不仅是
提高针对青春期学生法治教育成效性的重要举措，也是素质教育
背景下践行立德树人改革战略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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