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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纵观古
今，青少年对于国家的发展都是重中之重。青少年关乎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未来，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方面都在积极发展中，这些都离不开青少年的健康培养和良好教
育。而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本保证。

1  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意义
1.1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青少年群体作为我国义务教

育范围内，大多时间都处于学校环境中，自身的发育阶段也处于
逆反时期，也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养生的重要阶段。对其
进行法律意识培养是最佳时期，可以给全体师生构建一个和谐安
全的校园环境，避免出现危害校园的安全隐患。

1.2提升青少年素质培养。青少年在校期间不仅要接受丰富
的科学文化知识，优秀的道德品质，自主学习的能力，良好的人
际交往关系，健康的身心素质等，还需要具备基本法律意识[1]。
只有综合素质得到全部优向发展，才是一个合格的可以融入社会
的人，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规则，融入社会家庭，实现自身的理
想和抱负。

1.3促进法律知识传播和普及。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技术
高速发达的时代，信息流通速度和传播途径非常广泛，这其中青
少年学生群体作为新时代新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可以将自身在学
校中接受的法制教育通过聊天、实践、讨论等方式多方传播，并
且可以达到一定的普及作用。

2  培养青少年法律思维意识的重要性
法律思维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实际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青少

年阶段是个人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年龄转折期，但是思想还未完
全成熟，随着与外界的频繁接触，很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
响。而且，在青少年时期，学生对于外界的新鲜事物充满了渴望，
如若在这个阶段没有树立起一个良好的法治思维观念，很容易导
致青少年群体在模仿别人的行为举止中误入歧途，造成不可估量
的后果。所以，只有加强学校的法制教育，在良好法律氛围下引
导青少年，规范自身行为习惯。

3  我国青少年法律教育现状
院校法制教育科普已经开展许多年了，总体来说，学生的

法制意识和观念都有所提高，但是还是在部分地区存在诸多法制
教育问题，制约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质量。

3.1道德和法律界限不明确。在我国对于青少年的法制教育
课程中，仍然将法律知识、规则等纳入社会品德中，把法律知识
教育内容作为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分类，使得法制教育没有独立
性和严谨性。这也就致使教师、学生、家长等对法制教育的轻视，
这样的法制教育课堂的开设对于结果来说，效果并不理想[2]。

3.2法律教育观念保守。法制教育不仅仅是学生教育的重要
课程，也是国家公民教育里的重要组成，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对
于国家和社会都有积极意义，但是我国公民和学生的法制教育都
未受到高度重视。因此在学校进行法制科普类课程时，要使用具
有代表性和教育性的教材，而不是一直使用停滞性和过期案例的
书籍给学生进行普及法制教育，法制案例年代久远，无法使新时
代的学生产生大量共鸣。至此，以法制教育为目标的教育观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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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3.4青少年逆反因子作祟。在青春期阶段，学生的心理和情

绪自然会出现不一样的波动，很容易被周围不良陋习沾染，激发
逆反心理，最后造成犯罪的不良后果。还有些青少年学生对于触
犯法律的后果没有具体概念，意气用事为了获取他人关注或者标
榜个性而做出的知法犯法行为。

4  导致青少年法律意识低下的原因分析
4 . 1 忽视教育培养，教育机制待提高。学校、教师、家

长、学生对于法律教育的轻视，在传统应试教育影响下，只注重
成绩，不关心学生心理，致使许多学生在青春期时期缺少关心和
鼓励，从而自暴自弃最终走上不归路。法律制度是法治社会的基
本保障，所有人都应该把法制教育置于重要位置。许多学校在课
堂普及法律知识时，仅仅停留在教学任务，学生对于法律知识并
没有深刻理解，严重影响法制教育的实施质量。

4.2不良社会风气沾染。青少年时期虽然有些已经接近成年，
但是心理年龄滞后，身心生理发育存在断档，缺乏明辨事物利害
关系的能力，容易受到社会不良习气影响而误入歧途。例如，近
年来兴起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骄奢淫
逸之风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

5  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培养策略
5.1学校单独设立法律教育体系。伴随国家和社会对于法制

教育的加强重视，许多学校已经单独开设了普法课堂，但是由于理
想和现实的差异，法律课堂内容没有从学生角度出发，依然采用填
鸭式教育手法。而不是注重领会法律精神和现实的生活运用。

5.2开展普法活动。可以在校园内组织法律知识竞答，模拟
法庭等小活动，采用活动方式，针对学生爱玩天性，在游戏活动
中使学生接受法律知识并做到融会贯通。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
的学习能力，充分发挥校园普法活动的作用，还可以提高学生的
爱国热情、公民意识、守法规则等。使之逐渐成长为对社会有用
的新生力量。

5.3提供法律刊物发展空间。当前学生层级的法律书籍都存
在单调、枯燥的情况，人们也轻视法律书刊。因此国家和相关政
府在政策方面应该给予鼓励和指导，增大发展空间，使得法律工
作者和出版社都能认识到这一缺陷，对于法律内容排版方式进行
革新。

6  结束语
伴随社会发展日益开放，中国青少年犯罪数量和比例都在逐

年递增，犯罪类型和问题都在日益尖锐，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然成为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困扰，已经在给全体大众敲响警钟，有
效防止青少年犯罪，监督青少年健康成长。这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
繁荣稳定，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培养青少年法律意识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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