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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大报告》提出了要“加强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这一方针，

在学界和教育界，尤其是各高校单位掀起了一股交流探讨的热潮。要想落实这一方针，高等教育工作

者、学者的确任重而道远，但要想从根本上推进国内法治，建设法治国家，同样也离不开全民普法教

育。本文以凉山州金阳县为例，着重从教育层面对乡村战略下的青少年普法教育现状、原因及对策进

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为相关普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些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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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Report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of "strengthening legislation in foreign field and promoting 

the rul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ule of law"， which has set off a wave of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in the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circles， especiall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is policy， 

higher educators and scholars do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to fundamentally promote the domestic rule of law 

and build a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t is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legal education of the public. 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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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and puts forward his own view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law popularization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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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建设法治农村，要做到“法治中国”，

首先要做到“全面普法”，而普法的难点和重点应放在如何实

现“法治农村”上。
[1]
随着中国乡村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地

区的普法教育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青少年作为国家未来的

建设者，其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和谐稳

定与长远发展。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乡村青少年普法

教育仍面临着资源分配不均、师资力量薄弱等挑战，尤其是偏

远地区的农村学生，此类教育更是迫在眉睫。本文以凉山州金

阳县为例，讨论了乡村青少年普法教育困境，探讨影响其发展

的因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策略，以期为乡村青少年普法

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二、我国青少年普法教育现状 
《二十大报告》提出了要“加强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

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想从根本上推进国内法治，建设法

治国家，就得破除专业局限、打破学段限制，在各个教育阶段

的各个学校设立法律教育学科，真正将法律贯彻落实到每家、

每户、每人身上。 

然而，令我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举步维艰的主要有以下

三大问题：（1）教育体系不完善：我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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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完善的体系，缺乏统一的教育标准和教材，导致各地教育

水平参差不齐；（2）教育内容单一：我国青少年普法教育的

内容主要集中在基础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的普及上，缺乏对青

少年实际生活和需求的关注；
[2]
（3）教育方式落后：目前国内

青少年普法教育的方式仍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缺乏互动性

和趣味性，难以激发青少年的兴趣和参与度。 

究其原因，有人认为青少年的心智尚未成熟，无法理解法

律这种高深学科，但事实果真如此？多项研究表明，青少年具

有极强的模仿学习能力，只要师者循循诱之，学会基本的法律

知识并非没有可能。而且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可以进行价值观、

人生观、世界观塑造的最佳阶段，如何面向这些未来的社会中

坚力量更好更有效地进行普法教育，应是我国进一步普及法律

的重要内容。
[3]
 

三、凉山州金阳县青少年普法教育存在的问题 
近十年来，随着新村建设工程不断推进，农村经济实现了

飞跃式发展，凉山州金阳县的各村经济也得到了提高，但在法

律教育方面却依旧非常薄弱，存在着群众受教育水平较低、普

法经费欠缺、政策无法落地执行、普法人员水平不足等顽固问

题。
[1]
这些问题不仅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也滞缓了教育水平。

县内法律教育匮乏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1.教育资源匮乏。金阳县地处偏远，县内及周边村镇存在

大量村小和教学点，且几乎所有学校均为多民族、多村社的寄

宿制学校。这些学校普遍规模较小、条件恶劣、教育质量低下，

且主要分布于山区之中。这与苏德和王甜所调查的青海、贵州、

云南、内蒙等省（自治区）的情况并无二致：学校所在地多为

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态文化多样、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

居住分散、信息闭塞，受远离城镇和交通要道、经济发展滞后、

生活条件艰苦等因素的制约。
[4]
这些地区的青少年普法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不足，缺乏相关的普法教育场所、教育器材等。 

2.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偏远民族地区的师资保障非常薄

弱，普遍存在教师来源难以确保质量，教师专业发展举措不力，

教师作用未能积极发挥，教师良好状态难以保证等问题。
[4]
金

阳县更是如此，基本上所有的普法相关课程老师皆由校内其他

科目老师兼任，且这些教师的法律专业素养均有待提高。这就

导致该县青少年普法教育的质量难以保证。 

3.教育内容与方法不当。目前金阳县的青少年普法教育内

容较为单一，主要以法律条文的宣传和讲解为主，缺乏实际案

例的分析和实践操作。此外，教育方法不当，缺乏趣味性和互

动性，难以吸引青少年的兴趣和参与。 

4.家庭与县乡社支持不足。金阳县的青少年普法教育缺乏

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许多家长对青少年普法教育的认识不足，

缺乏对孩子的引导和教育。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大部分家长认

为，一旦得用法律来解决的事，必定与杀人贩毒有关。同时，

县里乡里社里也缺乏对村民普法教育的关注和支持，更不提青

少年普法教育。一方面，县乡社执法人员大都未受过系统培训，

即便是培训，也只是集体或自行观看网课，学法效果难以保证。

另一方面，县乡社对村民的普法宣传大多以传单方式进行，但

是有不少村民不识字，效果往往难以保证。老师和家长都未能

做到真正的懂法，青少年又如何懂？ 

四、对策与建议 
付越和单柄棋指出，重视对偏远地区青少年的法学思维和

法律逻辑的培养，有助于其在青少年时期就有法学思维和法律

逻辑的萌芽，使其慢慢地用法律思维来考虑问题，从而在未来

向国家输送更加优秀的法学人才，更为我国全面建成法治社

会、全面依法治国打下基础。
[3]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参考国外

部分学校的做法：（1）美国注重青少年普法教育的实践性和

参与性，通过组织模拟法庭、角色扮演等形式让青少年亲身感

知法律并提升法治观念；同时还注重在家庭和社区中营造法律

教育氛围。
[5]
（2）德国的青少年普法教育注重培养青少年的法

治观念和公民意识，通过故事、游戏等形式向青少年传递法律

知识和道德观念，在青少年校园中建立法律教育角，并提供丰

富的法律教育资源。
[6]
（3）瑞典从小学 7 年级的学生进行法制

教育，从小学阶段开始灌输民主主义及青少年权利等内容。
[7]

这些做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青少年犯罪，更好地维护青少年

权益，对解决我国偏远地区的青少年普法教育问题有一定的帮

助。由此，作者总结出以下几点对策，以期能最大程度上解决

该县存在已久的青少年普法教育缺失问题： 

1、政府加大投入力度 

法科生在面临就业选择时，多数人选择从事公务员或律师

行业，少数人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或进入高校任教，少有学生选

择在毕业后从事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付越和单柄棋指出：“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1）各初高中没有设置专门的岗位，

只有政治教育课程的老师岗；（2）相较于律师业，公务员或

者教师行业的薪资报酬低。对此，国家可设置相关的人才引进

项目，在各初高中设置针对青少年普法教育的专业课程，匹配

相关人才，在职业规划、薪资、户口等方面给予优待，使青少

年普法教育成为一个与法官、律师一样的新的就业方向。”
[3]

此外，政府可出台各类支持法律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对远赴

偏远地区传播法治观念的人才提供专项特殊奖励，以激励人才

留置当地，助力乡村治安，完善全县乃至周边村落的普法宣传。

同时，还可以通过加强师资培养、建设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持

续开展“法治公开课程”、“学宪法＋讲宪法”等活动、推动

普法教育与依法治教紧密结合、提升法治课教师专业教学能

力、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开展精准普法、强化普法评估监督等措

施加大投入力度。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政府应鼓励法学人才进入校园，积极引进和培养专业的法

律教师，提高教师的法律专业素养和教育能力。此外，还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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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教师培训与考核，确保其具备足够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能力：

首先，开展法治教育培训。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 年）》（以下简称

“《规划》”）的规定，推动地方开展教师全员法治培训，提

升其法治教育能力。其次，根据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的《中西

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培养计

划》”），计划每年为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

养师范生，实施定向培养计划，培养对象便可加上法学专业学

生，为深入偏远地区普法教育的开展提供师资储备。再其次，

持续更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活动，尤其是加强农村偏远地区

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提升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这三大主体

的法律意识，并推广《规划》中提到的“启发式、互动式、探

究式”三式教学方法，加大情景模拟、案例教学等方法应用，

加强教学规范，提升课堂实效。最后，根据《培养计划》中的

规定，通过组织管理、经费支持、政策保障、督导评价等多种

方式提供政策保障和经费支持，加强督导和评估工作，并建立

跟踪指导机制。通过这些措施，可有效加强偏远地区青少年普

法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法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3、探索青少年普法教育新形式 

政府和教师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青少

年普法教育计划和内容。在教育形式上，应采用多种形式相结

合的新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普法+”模式：

结合多部门联动调解和双语法治课等手段，提升普法工作的有

效性。例如，江城县人民法院少数民族法官采用“普通话+哈

尼话”双语模式进行普法教育，用家乡话结合法律法规讲述案

例，提高群众学法热情。
[9]
金阳县也可照猫画虎，采用“普通

话+彝语”的方式进行普法宣传。（2）开展模拟法庭，让法律

“入脑”：在中小学校建立模拟法庭，通过“少年模拟法庭”、

“检察开放日”等体验式活动，增强学生的法治体验。
[10]
（3）

普法“五进五促”活动：推动普法进学校、机关、企业、单位

和乡村，根据不同群体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普法措施，如在校

园中解答青春期少年关心的法律问题，提升法治意识。
[11]
（4）

法治副校长制度：根据《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

中的规定，优先为偏远地区、农村地区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配

备法治副校长，落实“法治副校长”制度，可有效深化县内学

校及周边村镇依法治理。（5）普法小信箱：向凤山法院学习，

在校园中设置“普法小信箱”，畅通青少年咨询举报渠道，鼓

励学生积极咨询法律问题，法院干警定期收集信件，解答青少

年困惑，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法律支持，把法治之种播撒到

山区孩子的心田。通过这些新形式，可以有效提升偏远地区青

少年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促进法治教育的普及和深入。 

4、加强与家庭和县乡社的合作 

政府和教师应积极与家庭和社区沟通交流，了解其需求和

困惑，针对性地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同时，还应通过各

种渠道向家庭和社区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意识和素养。

学校与家庭以及县里、乡里、社里的青少年普法教育合作，可

采取家校联动、社区参与、普法教育进家庭、普法志愿者项目、

线上普法平台、普法主题活动、普法教育基地、与司法和公安

及民政等相关部门跨部门合作等措施，整合资源，共同推进偏

远地区青少年普法教育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偏远地区的青少年普法教育现状亟待改

善。通过本文对凉山州金阳县青少年普法教育现状的研究，可

以发现其仍存在诸多不足，如基础设施差、师资力量薄弱、教

学内容与方法不当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和社会应采取

有效措施，加大对青少年普法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丰富教育内容和形式、加强与家庭和县乡社合作等。毕

竟，乡村战略下的青少年普法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为了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素养，促进其健康成长和社会和

谐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和村民共同努力，建立健全青少年普

法教育体系，创新教育方式和方法，加强城乡交流与合作。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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