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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法制教育相关问题之思考 
◆赵昌存 

（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钟宝初级中学  陕西安康  725600） 

 
摘要：中小学生法制教育是学校教学内容的组成部分，法制教育旨在培

养中小学生的法律意识，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

我省一直十分重视中小学法制教育问题，相继采取了不少指导和规范开

展该项工作的措施。但是，中小学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地方政

府及基层教育机构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在学校普遍重视智育的

氛围下，中小学法制教育往往被忽视或流于形式，并没有给足其应有的

地位。本文旨在浅述中小学法制教育的意义以及其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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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法制教育，是指国家和社会各种组织有目的、计划、
有步骤地对公民进行常识性的、基础性的法律知识的传授，旨在
培养其法律意识，使其成为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具备较高法律素
质的公民的教育活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学普及法制教育，对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民普法政策的落实，逐步建立良好的教学
秩序和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学生自觉学习、努力成才都有着深远
的意义。 

一、中小学法制教育的重要意义 
1.中小学法制教育是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中小学法制

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一项内容，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是非观念、
主体意识和规范意识，也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荣辱观。再者，中小学法制教育有利于培养中小学生行为自我
约束观念，减少盲从与冲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他们因法制观
念的淡漠而误入歧途，中断或丧失正常的受教育的机会。 

2.中小学法制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依法治
国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中小学法制教育是建设法治国家战略
中重要一环，通过法制教育培育中小学生的法治意识。这种意识
不仅表现在学法、守法的意识，还包括依法行使权力，履行法律
义务意识。中小学生正处在心智发育成长的关键时期，处在价值
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与其他年龄段的成人相比较，对中小学生进
行法制教育，实效更为显著。而且，从社会劳动力再生的规律看，
要培养和增强公众的法治意识，也应该毫不动摇地从中小学法制
教育开始。 

二、中小学法制教育的现状分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

指出：充分调动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的积极性，共同担负起培育
下一代的责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在这个环境的
创设过程中，依法治校是重要保障，特别是对中小学生进行法制
教育显得非常重要，然而，我省中小学法制教育现实是“说起来
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可见，中小学法制教育存在
不受重视，实效性差等问题，因而需要采取相关措施解决其存在
问题。 

1、当前中小学法制教育并未受到应有重视。一方面各级党
委、政府教育行政和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视不够，法制教育投入不
足；另一方面应试教育状况没有根本改观，学校的升学率的高低
一直是评价学校教书育人成绩优劣的最重要标准，导致学校过分
强调智育，家长和学生也把精力倾注于学习成绩的视了德育教
育。因此，中小学法制教育被边缘化、被轻视甚至漠视。 

2、没有形成规范的教学体系。在中小学法制教育过程中，
形式简单，教育方法缺乏多样化，不求实效。许多学校的法制教
育仅局限在校园和课堂之中，如法制宣传专栏、国旗下讲话、主
题班会等，真正让学生接近法律，体会深刻的实践活动较少。还
有不少中小学校没有专门设置法制教育课程，甚至连形式意义上
的法制教育也没有。 

3、法制教育师资配备不足，缺乏法制教育师资培训制度。
在我省中小学法制教育过程中，大多数中小学法制课教师由思想
品德课教师兼任。他们往往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法学理论和法学知
识，另一方面又相对缺乏实践经验，难以帮助学生解决现实生活
中遇到实际问题从而使教学质量大打折扣。 

4、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法制教育不统一。中小学法制
教育需要加强学校与家庭的合作，但是在现实中学校教育与家庭
教育往往表现为教育口径相互矛盾，教育责任不清，部门之间配
合难，共同营造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的有效机制
还未形成。 

5、法制教育缺乏有效的考评体系。法律知识不是中小学升
学考试的基本内容，或者说，在中考、高考中涉及的法律知识相
当少。在中小学阶段，法律知识没有受到像其他学科知识那样的
待遇，因为现行中小学的教学大纲根本就没有把法律知识直接纳
入到中考和高考的考试范围，所以其必定被忽视。 

三、应对措施 
中小学法制教育具有其独特性，其根本任务是逐步培养中小

学生以宪法意识、公民意识以及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法
治意识，这是学校培养合格公民的需要，更是我国依法治国、构
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需要，只有做好中小学法制教育，逐步提
高公民的法治意识，才能为构建法治国家提供坚实的公众基础。 

1、加强思想认识。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司法行
政部门应当提高对中小学法制教育的认识，加大中小学法制教育
的投入，使全社会对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形成共识。法制教育工作
是一项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关键的是
财力到位还不够，学校的普法经费有限，青少年学生又是重点的
普法教育对象，政府部门在经费投入上应予以确保。 

2、法制教育要讲究趣味性，教师应当改变教学方法。如：
一是引入现代化教学设备，组织教学或者观看法制教育录像片；
二是开展辩论、讨论、演讲等活动，拓宽学生的思维；三是适当
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到法院了解有关部门案情和审判的结果或到
劳动教养所与改造好的青少年违法对象交谈，从中悟出做人的道
理。总之，每个学校都可根据本校的条件和特色开展形式多样的
法制教育活动。 

3、提高中小学法制教育工作者的素质。中小学法制教育工
作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中小学法制教育工作的成
效，因此，提高学校教育工作者法律素质，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
教师队伍。 

4、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进行法制教育。学校进行法
制教育，需要加强与家庭的沟通，也需要社会对中小学法制教育
的关注与重视，家庭及全社会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努力营造一
个学法、守法、护法的社会环境。 

中小学法制教育是法律基本知识的普及教育，其根本任务在
于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步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这是学校培养
中小学生逐步成为合格公民的需要，也是为构建法治国家提供民
众基础的需要。中小学法制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具有复杂性和
艰巨性。我省对中小学法制教育，在认识上和措施上，仍有许多
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善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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