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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背景下，青少年法治素养培育初探
范亚运

（常州市正衡中学，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增强全民法治推动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其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便是引导青少年建立正确的、完整的、科学的依法治国观念体系。而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肩负起青少年三观

形成的一个重要场所便是学校，并且其在学习阶段恰好是三观形成关键阶段，故而通过学校，加强青少年依法治国意识，正确意识到依

法治国的重要性，培养青少年依法懂法、守法、维护法律尊严，是当代依法治国背景下，青少年义务教育时期的重要教育内容。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随着人口一代一代的交迭，青少年势必成长为这个社会、国家的中流砥柱，而随着一代青少年老去，在完善的依法治国

思想体系的熏陶和培育下，让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精神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思想中，有力的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中，方能有力推进我

国法制建设的发展，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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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更是民族的希望。近现代以来，我国快速吸收外来先进知识理念，

不断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法治理论体系，近现代法律制度从“一

无所有”到如今可以高举主义法治的旗帜，无数的法律人付出了

心血。

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依法治国更要从青少年抓起。在青少

年时期，不断训练、引导青少年树立法律思维，建立法治理念，

有利于提高我国国民的法治水平，并且也可以反作用与我国依法

治国，提高依法治国的质量，加快依法治国发展的进程。

教师作为青少年知识传授的引导者和法治思维、法治意识、

法治精神树立的引导者，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

去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法治思维，用法律约束自身的行为，用

法律推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

那么教师如何在授课实践中，不断引导学生树立核心法律素

养，培养法律意识和思维呢？

一、松土：推动法律意识觉醒

孩童出生之际都是一张白纸，其在生长生活中接触了各类与

法律相关的事情，脑海中对于法律已经有了一定的懵懂意识，故

而如何将这些法律意识明确化，清晰化，并不断引导形成一个完

整的、系统的、全面的法律体系，是教师工作的重点内容。故而，

引导的前提便是通过外界现象和事件的不断灌溉，推动法律意识

的觉醒。

（一）设置情境，揭开法律的面纱

视频较之于文字或者语句，更加具有生动性和吸引力，并且

通过宣传片的形式展示，更加具有震撼力，更加引人思考。播放

抗疫宣传视频、展示相关图片。通过引导的方式，询问视频中的

那些事情、画面或者语句也好是体现了和法律相关的？

（二）把握时机，进行概念明晰

通过向学生进行提问的过程，让他们对于法律、法治等词语

的概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便趁热打铁，对学生进行法律、法条、

法律制度、法律思维等等概念进行讲解，从理论上给学生们建立

法律制度体系。

（三）引起兴趣，讲解法律功效

通过进行概念的明确，孩子们逐渐建立法律相关知识体系，

通过对于立法、执法、司法的作用进行讲解和介绍，让学生们了

解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在当代社会的作用，理论联系

实际，通过抗疫宣传视频，让学生体会法律的神圣、法律的作用。

树立起遵纪守法的基本意识，引出全民守法。

法律来源于生活，同时也规范着社会大众的作为与不作为，

是个人、社会的行为准则。青少年从牙牙学语到逐步长成青少年，

他们的世界是一张白纸，由家长和老师带领着他们在他们天真的

世界里不断谱写着他们自己、他人、社会和整个世界。

他们依稀知道某些事情不能做，如果做了警察叔叔会惩罚，

但是不知道这不能做的种种所牵涉的法律，更加不了解这个社会

运行的法律原则。

而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容，是每一个祖国

的小主人将来所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故而，结合当下的时事，

诱发学生们法律意识的觉醒，对于后面建立科学、系统的法律思维、

法律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栽种，树立法治体系

通过前述对于法律、法治等抽象概念的了解和学习，通过了

解我国法治的益处，循序渐进，在学生们心中种下社会主义法治

的种子，生根发芽，培育这颗参天大树在学生心中生长，成为他

们心中最神圣的向往。

（一）案例引导，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利用事例，引导学生思考维权方式？以维权方式为核心延伸，

介绍我国法律体系。协助学生建立起以宪法为母法的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并简单介绍各个部分法规范的领域范围。

（二）以案说法，衔接实际生活

法律的惩罚功能是保障法律得以事实的一个重要内容，没有

惩罚的法律是没有办法得以实施的。法律对人、对社会、对其他

组织、法人等产生约束力，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大众对于法律

所规定的惩罚措施的敬畏。

结合生活，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遵守交通规则，是因为要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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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交通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买东西要付钱是因为民法规定了所有

权等，引导学生对法律的惩罚作用、引导作用进行了解。同时通

过案例衔接实际生活，初步垫定全民守法的基础。

意识形态决定了行为，只有在思想中形成法治的观念，树立

良好的法制意识，才能做到在实际生活中遵法、守法、用法。约

束自身，同时也监督身边人，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氛围。

三、成长，倡导全民守法

依法治国对于当代青少年的要求，是懂法、守法，学会用法

律保护自己，用法律约束自身的行为，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可

以用法律捍卫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的发展，实现名族的复兴。故而，倡导青少年懂法、守法，是当

代课堂最为直接的作用。

衔接通过鼓励学生讲述自己在生活中见到的，运用法律保护

自己、保护公私利益的小事件。通过引导式的教授，以及结合学

生自行的思考，使得原本抽象的遵法、守法变得更加贴近生活。

从同学们的分享中，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在社会生活中一时

一事依法不难，难的是时时事事处处依法，难的是养成依法办事

的习惯。鼓励每一位学生要努力学习，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

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尚不能理解庞大而全面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也无法一时之间就建立起法治思维和法治

观念，作为一位教师，需要通过一些贴近生活的方式和情景，引

导从法律意识的觉醒，到不断明确加深对法律系统的了解，最后

到明白每一个人生在社会之中，皆受到法律的约束，同时也受到

法律的保护。

作为祖国的未来，青少年更加有义务去捍卫法律，去遵守法律。

但是同时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适度，青少年无论是身体

亦或者是思维等都处于发展的阶段，对于老师所说的应该做的事

情，往往是具有一定的全盘接受的倾向。

我们也应当告知青少年，当前对法律最好的敬畏方式，便是

学法、守法，约束自身的行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捍卫法律

的尊严，对于违法的事情要敢于举报，但是切记保护自己才是第

一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现在的中国并不需要青少年牺牲自

己来维护社会的秩序，青少年才是未来的希望。

四、实践，在风雨中不断成长

参与感，是引起学生兴趣、增强对某些知识点印象和理解的

重要方式之一。故而为了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深刻感受到法律

的作用，感受到法律的重要性，增加参与感，带领学生举办法律

竞赛小知识比赛、参加实际庭审活动、与当地司法机构合作，合

作举办司法入校门的活动。让学生更加贴近法律、更加了解法律、

成为遵法、守法最为直接的一员，增强法律在他们心中的神圣感。

依法治国，从青少年抓起，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学校、

老师来说也并非一节课的事情，更加不是仅仅课堂上的传授就可

以实现的。

需要在课堂上根据学生认知方式、思维模式，加深学生对法律、

法治的了解，扩展相关知识储备。更多的遵法、守法等与法律相

关的行为，需要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完善。

培养当代青少年法律思维，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构建青少

年法律体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更是一项神圣的任务，需要一

步一个脚印，一砖一瓦砌成，砌成通往法治中国的路，也砌往民

族复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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