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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法律意识培养的全过程，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教育仍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导致中国法律意识教育存在着后劲
不足的问题。基于此，社会、家庭、学校都应当重视针对青少年的法律意识的培养，以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为中国

法治的全面建设打好基础，从而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legal consciousness,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in 
teenagers’	legal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stamina	in	China’s	legal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society, families and schoo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people’s legal consciousness, so as to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people’s legal consciousness,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better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you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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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针对青少年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存在着一些短板和不

足。要想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从而真正做到

全面依法治国，离不开青少年的参与，也必须从青少年抓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未来

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我们的家庭、社会、学校和政府

应当提高认识，改进措施，切实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培养，

增强其风险防范意识能力。

2 加强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的必要性
2.1 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和重要保障，事关人民幸福安康，青少年参与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主体才能更加完善。青少年分享法治建设的成果

也是我们推行依法治国的要求和目标。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就离不开青少年的参与，就必须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还要求我们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遵守法

律、尊重法律，运用运营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维护权利、解

决问题。因此，加强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是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基础。

2.2 有利于完善中国青少年教育体系建设
目前中国的教育主要集中在数理化知识方面，对于青少年

法律意识的教育极其缺乏。但是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直接关

系到其身心健康成长，影响其今后的人生发展，同时也是一个

国家法治建设、进步的本质要求。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

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独立看待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

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情操，学会用法律思维看待问题，面对

客观问题更加理性、更具系统思维。因此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

的教育也是青少年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有利于完善系统的青少

年法律意识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青少年人才。

2.3 有利于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保障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
青少年权利受到侵害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伤害事故。表现在包括校园在内的社会生活中意外事件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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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青少年接触越来越多的

新鲜事物，但是青少年自身对这些新鲜事物缺乏基本的安全

认识。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安全事故。此外社会生活圈的拓展

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也成为青少年权益被侵害的主要来源。

而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有助于青少年认识到危险的存在，

建立风险防范意识，同时能运用法律思维合理分析、解决问

题。二是婚姻家庭方面对青少年权益的侵害，现代家庭离婚

率居高不下，青少年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主体，增强青少年

法律意识也有利于其在家庭生活中保护自己的权益，寻求救

济。同时社会生活压力的增大，导致父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

家庭以外，忽略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培养。而加强青少年

法律意识的教育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三是暴力侵害，

当代社会科技的发展，针对青少年的不法侵害呈现出手段多

样、内容复杂、隐蔽性极强等特点，导致不法侵害发现晚、

持续长、危害深。这就需要广大青少年增强法律意识，增强

辨别能力，发现危险，及时运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

3 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法律意识教育的观念不强、重视不够

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学校都将青少年的主要精力集中

在数理化等文化知识的教育上，忽视对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教

育。在多数学校中没有开展相关法律意识教育纳入的学习机

制的规划，即使开展法律意识教育的地区和学校也仅仅是将

法律意识教育等同于一般的兴趣爱好。在家庭中，部分家中

自身法律意识本身就不强或者缺乏法律意识培养的观念，导

致青少年接触法律少、法律意识淡薄；观念上的缺失，导致

青少年的法律意识严重缺失。

3.2 法律意识教育的形式单一、课程内容缺失
中国很多中小学校并未设置相应的法律教育课程。法律

意识教育缺乏专门的课程设置，很少有学校能让学生走出去

学习，或邀请专家与学生互动进行法制教育，且法律意识教

育没有固定的教材，学校里只能通过一年举办几次讲座，或

者组织学生到法制教育活动基地参观。许多部门认为教育只

是学校的事情，不愿加入宣传教育活动中来。此外还有家长

对教育认识的误区，大多数家长认为孩子的教育应由学校来

管，因此，家长对孩子的法制教育少之又少，甚至没有，尤

其是在广大农村，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父母的关爱教

育缺失严重，爷爷奶奶的隔代教育、凭老经验教育，知识老

化跟不上时代，对子孙的教导没有说服力，往往力不从心，

问题突出。

4 完善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的对策建议
4.1 增强进行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的理念

一方面是提高对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重要性的认

识，使我们的政府部门、学校、家庭增强意识，切实将增强

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纳入教育的整体规划中，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他们对法律意识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

是青少年自身也要重视法律意识的学习，提高对法律意识学

习的认识，从法律意识的学习教育中汲取到精神力量，增强

自信心，提高其认识问题、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将法律意识教育作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4.2 构建合理的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体系
在家庭层面，需要我们构建良好的家庭氛围。一方面是

良好的家庭情感范围，使青少年有健康的心态对法律意识的

学习，另一方面是家长带头学习，有意识地在教廷教育中提

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使其懂得以法律的思维看待问题，以

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从法律中汲取精神和道德力量。在学

校层面，我们的中小学需要设立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将青

少年法律意识教育纳入整体教育、教学规划中，有意识、分

步骤、有规划地逐步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加大教育投入，

设立专职法律课程教师，设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将青少

年法律意识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同时我们还可以邀请专

家、高校，甚至是一些案件的当事人现身说法。以政府、家庭、

学校、社会联动的机制构建科学、合理、长远的青少年法律

意识教育培养体系。

4.3 设置丰富的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学习内容
在青少年法律意识培养课程的设置上应当选取中国历史

上的优先法律成果和法律事件，通过分析历史了解法律的生

命来源，同时选取与青少年密切联系的生活领域进行重点教

育；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形式，提高青少年的参与度；提高

他们对法律意识培养的认识；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社会实

践，通过在社会实践活动锻炼其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在宣

讲法律规定和法律条文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法律的意义，提

高其对法律的系统思维；注重对其系统思维的培养；另外应

当将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纳入中国普法教育中去，将法律意

识的教育培养作为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

5 结语
中国的青少年法律意识教育还不完善，对青少年的法律

意识教育还不够重视，体系建设还存在这诸多不足。因此需

要我们不断提高认识，构建科学合理的体系，设置形式多样

的课程，切实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提高认识水平、提升自身能力、促进身心健康、保障自身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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