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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儿童法律教育模式的构建 
程君婕  李凯蒙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普法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但由于儿童认知水平低，其并不是普法的主
要对象。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普法方式也在不断更迭变化，其教育模式不能局限于传统意义上通过纸质阅读的方式简单
普及，而是要使儿童感官与现代媒体元素相联结，创新适合儿童的普法方式，开展儿童普法宣传。 

本文从不同地域下成长的少年儿童的教育环境出发，对其认知水平、对现行法律了解程度等调研结果进行分析，针对造成儿童
因自身的认知困难、影响法律知识普及等问题，探讨如何利用当代多媒体技术，使儿童普法与信息时代联结，进而总结构建出适合
儿童的普法教育模式，以期提高儿童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社会公众对儿童群体的重视，使儿童普法教育发展形成良性
循环。 

关键词：儿童普法；教育模式构建；法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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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an all-round way，the w

ork of law populariza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the society，but because of the low cognitive le
vel of children，it is not the main object of law populariz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new media t
echnology，the way of law popularization is also changing constantly. Its education mode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
he simple popularization through paper reading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but should connect children's senses with 
modern media elements，innovate the way of law popularization suitable for children，and carry out children's law p

opularization publicity. 

Starting from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of children growing up in different region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ir cognitive level and understanding degree of existing laws. Aiming at the problems that c

ause children's cognitive difficulties and affe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legal knowledge，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
o make use of contemporary multimedia technology to connect children's law popularization with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hen summarize and construct the law educ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children，in order to improve children's leg
al awareness and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enhance the social public's attention to children，so that the developm

ent of children's law education form a virtuou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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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法律教育概述 
（一）儿童法律教育的内涵 
儿童法律教育是以儿童为主要对象，结合面向儿童开展的教育

模式向其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法律意识，建立法治思维，培养遵守
法律的行为习惯的宣传教育活动。传统的儿童法律教育多以阅读报
纸期刊、购买法典、引入课堂教学的方式，对儿童进行简单生硬的
法律普及，但内容零散、片面、死板恰恰是传统模式的弊端。本文
认为，应针对儿童群体的特点，对以往的普法教育模式进行创新，
激发儿童了解法律法规的兴趣，进而引导他们学习并运用法律解决
一些生活中的问题，以自身的智慧保护自己。 

（二）儿童法律教育的必要性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认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是民族的希望，有效的预防犯罪应从少年儿童群体入手，对儿童进
行法制教育，促进儿童的健康人格成长，从而达到预防犯罪、促进
法治社会建设的目的。 

1.儿童法制素养的提高能够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党中央不断重视国民法制教育，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

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目标。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社会主义
建设的接班人。做好儿童的法律教育工作，培养法理思维，使其不
敢犯法、不想犯法、都能服法，积极维护国家法律制度，为我国法
治道路建设添砖加瓦。 

2.儿童法制教育的发展有利于降低儿童犯罪率 
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家长过度重视应试教育而忽视了如何育

人，少年儿童作为加害人或受害人的案件层出不穷。在 2016 年至 2
020 年的未成年人侵害案件中，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涉嫌故意杀
人等八种严重暴力犯罪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例均达 30%左右。这期
间受理审查起诉 14 至 16 周岁未成年人犯罪占受理审查起诉全部未
成年人的比例在 10%上下，近两年呈上升态势[7]。从这两组数据可以
看出，未成年人涉及八种严重罪名的犯罪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低
龄未成年人犯罪数却有所回升。 

儿童不仅是受害者，也可能成为犯罪者。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儿童过早地接触网络游戏和网络视频段子
等变得早熟且顽劣。他们认知水平差，思想不成熟，自控能力低，
在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导下，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致其误入歧途。当一次次儿童侵害与被侵害的恶性案件发生时，普
法的方式就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的教学，普法主体也不能仅是社会
青年群体。 

3．健全儿童法律教育模式有助于增强儿童自我保护意识 
在 2016 年至 2019 年的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中，检察机关提起

的公诉案件涉及罪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4]。其中，
46.91%的受害儿童年龄在 7 岁至 12 岁，其中女童占九成，熟人作案
占七成[5]。作案场所主要是小区、村庄、校园等户外场所[8]。大部分
被侵害案件中，受害儿童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在遇
到危险地情况下，不懂反抗、不知反抗、不敢反抗，最终错过最佳
救助时机而受到伤害。在天真烂漫的幼年时期，遭受侵害的儿童，
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都会受到极大的创伤，这极易引发受害儿童走
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保护花的方式是让花盛开”。在犯罪面前，未成年人自身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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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不可或缺。因此，不仅要立法惩罚罪犯，而且要建立儿童法律思
维，增强儿童自我保护意识。 

二、儿童法律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一）儿童法律教育的现状 
一个国家保护儿童的方法，大多是向儿童的监护人及社会广大

民众普及法律，发动社会群体重视儿童，共同保护儿童。从“一五
普法”到“八五普法”，普法范围从农村以及厂矿企业等事业单位、
组织群体到各小、初、高中学校，普法对象也从各级领导干部到青
少年群体。最初以“扫盲式”的法律常识启蒙教育为教育方向，开
展法律知识竞赛、讲座等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后在各中小学校广泛
推广思政课堂授课模式。如今，我国全面实行“八五普法”，利用现
代多媒体技术，开展线上和线下法律交流平台，使学生更方便快捷
地接触法律知识，让普法真正走进校园。 

（二）儿童法律教育存在的问题 
1.儿童普法教育内容受限，教育结构单一 
中小学学校设置了政治课程，其中的法律普及范围以宪法为主，

关于人身权利的法律问题少之又少。处于懵懂时期的少年儿童的内
心就像一张白纸，学校教师以完成教学任务为主进行授课，等同于
在一张白纸上画上条条框框，机械化地学习往往使普法无法达到良
好的效果。第四，法律教育方式局限。普法多见于课堂和社区活动
中，没有走出课堂，也没有读懂宣传册，无法真正领略理论与实践
结合、体现司法实践的魅力。因此，我国在公共法律教育资源完善
方面仍任重道远。 

2.儿童法律教育资源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分配不均 
2018 年，亚马逊中国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乡村儿童阅读报告》显示，我国中西部贫
困地区 74%的受访乡村儿童一年阅读课外读物不足 10 本，36%的儿
童一年只读了不到 3 本课外书，法律教育类图书占比更是微乎其微。
而城市儿童全年阅读量多集中在 10 本至 50 本，21.15%的城市儿童
能够完成 50 本以上课外阅读量[6]。乡村多数学校一学期只推荐一本
课外书，这本书在学生之间“来回漂流”。此外，乡村儿童读物质量
较差，几乎不涉及法治教育类书目，比如山西晋中某乡村小学学生
孙小芸家里，适合她看的只有一本《脑筋急转弯大全》。由于缺少儿
童法律教育书籍，学校无法给予其必要的法治教育。因此，城市儿
童通过阅读图书了解到的法律知识仍十分欠缺，而乡村儿童对法律
的了解更少。 

3.社会对儿童普法教育重视程度不高 
乡村儿童的家庭阅读氛围差、阅读习惯培养难。根据调研表明，

小学学校设置了《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但大多小学并不重视此
类课程，以语文、数学、英语课程为主学习，主科老师以考试复习
为由经常占用此课程的授课时间，学生们能接触到法律知识的机会
仅限于学校的教科书。另外，父母对现行法律不了解，对法治观念
培养不关心，对学校教育内容不在乎，缺少外部环境对法律教育的
重视，乡村儿童很难通过其他途径接触到法律思想教育。相比之下，
城市儿童虽阅读图书的机会多，但漫画、小说等书籍占据了孩子们
的视野，书店也常为了销量而倾向于销售杂志、漫画和畅销小说。
此外，电子产品同样占据了儿童的课余时间。 

本文认为，应当完善儿童法律教育模式，不仅要注重培养儿童
德、智、体、美、劳素质的全面发展，更要重视儿童法律教育，让
普法成为儿童生活的一部分，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中。 

三、完善儿童法律教育的路径 
（一）创新法律教育形式：让儿童走出去，把法律引进来 
单一的灌输式教育理念、课堂教学短平快的方式运用在儿童法

律教育上是行不通的。儿童在独立思考的时候，教科书提前给了他
们答案，这会导致他们认为自己的认知并不重要而忽视普法教育的
意义。本文认为，通过设计法律绘本、观看以儿童视角设计的、模
拟真实案例的短片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也可以组织他们扮演模
拟法庭中的各个角色，在少年儿童的心中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性，切
实感受到自己言行的法律意义。 

（二）创新法律教育内容：建立法律思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儿童具有率真、活泼、幼稚的特点。由于他们无法全面地认识
自身周围的社会环境，因此本文认为，应以寓教于乐的方式，针对
其特点，普及围绕在儿童身边的法律。通过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卡通
人物形象，模拟还原案件情景，并对案情每一步的发展及其他可能
性进行讲解，引导儿童自己判断，从小培养法律逻辑思辨能力，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塑造健康的人格。 

父母是孩子教育的第一启蒙老师，而家庭则是儿童心理、品性
形成的第一环境。家庭法律教育对儿童的规则意识的形成起到基础
作用，但如何让儿童愿意了解法律知识、真的学懂法律知识，仍是
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儿童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出发，他们会学习、模
仿身边的人生活、与人交流的模式，进而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因此，
利用图像、声音等现代媒体元素创作具有法律色彩的儿童读物、绘
本、动画，在他们心中营造出充满光明与正义的世界，使儿童在成
长道路上，面对恶人想到的不是害怕与逃避，也不是以暴制暴，而
是运用智慧与法律知识将其绳之以法。 

（三）创新法律教育机制：成立儿童法律服务团，使法律深入
童心 

本文认为，为使儿童法律教育持续良性发展，要建立普法长效
机制，主要在于建立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法律服务团。侵害少年儿
童的犯罪者通常是潜伏在他们身边的熟人，他们或被威胁，或被恐
吓，或是认为“只是一次”、“只是小事”而选择缄口不言。从“南
京饿死女童案”到“虎妈狼爸打骂事件”等案件可以看出，父母、
老师、邻居、亲戚等诸多“亲近”角色可能很难成为儿童心中有能
力解决自己法律困扰的人。在各地成立儿童法律服务团，打造儿童
身后第二道强有力的保护屏障。通过定期去各大儿童教育机构进行
宣讲，并与其保持长期联络，建立儿童专属法律咨询服务，以期提
高儿童群体的法律意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
让更多社会群体重视儿童，关注儿童权益保护，促进相关政策和制
度的完善，使法律真正走入儿童内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对于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尚
未完全成熟的少年儿童来说，除了惩治犯罪者的行为，还应该把焦
点放在儿童自身，将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法律问题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教授予他们。创新儿童法律教育模式，推动儿童普法教育体系的完
善仍需各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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