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教育应从中学生身上抓起
——对我国 中学生法制教育现状的反思

■ 李昕益

十九大报告 中
“

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
”

方略的提 出 开启 了 民主法治建设 的新征

程 。 中 学生这个庞大的群体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
从接受 良好的法制教育 、培养

系统的法律意识 ，
到弘扬法治精神 ， 将会是 民主法治建设的推动者。 但 目前我 国法

制教育体制并不完善 ，
从学校到 家庭再至社会对未成年人尤其是 中 学生的法制教

育存在着重视不够 ， 投入精力过少的 问题 。

Ｉ一

、我国法制教育现状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与建设者 ， 国

民素质的提高 、社会经济的发展 、 中华 民族的伟大

复兴都缺少不了青少年的参与 。 要实现伟大的中 国

梦 ， 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优秀的人才是基本 ，而此

只能通过 良好的教育来实现 。 蔡元培先生曾说
“

教

育乃兴邦之本
”

， 当代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不能只

停 留在
一

些学科知识的传授 ， 而要进行全面教育 ，

这其中就包括法制教育 ，但 目前我国法制教育仍存

在
一些问题 。

学校对中学生法制教育不够重视 。 学校是中学

生活动的重要场所 ， 同 时也是接受知识和培养习惯

的重要场所 。 学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应当充分重

视法制教育 。 但是 ， 由于应试教育的
“

阻碍＇对中学

生的教育也多 以主课为主而忽视了
“

非考试课程
”

。

从学校 内部设置的课程对比可得出法制教育相关

课程安排比例较小 。

家庭在法制教育中的缺失 。 对于孩子的教育
一

方面是 由学校承担 ， 更重要的
一

方面则是家庭对孩

子的教育 。 家长的言行对成长过程中孩子的影响不

可小覷 ，
且 良好的家庭教育更有利于法制教育的进

行 。 尤其独生子女
一

般均受到全家人的呵护和宠

溺 ，让孩子变得 自我 ， 因而更容易 出现
一些逆反心

理 。 而对于
一

些 留守儿童 ，在叛逆的青春期缺少父

母及时的教育 、纠正 ，面对问题时不能明辨 ，往往会

酿出无法挽回的结局 。

社会不 良习气的影响 。 身处互联网时代 ，生活

中 的
一

切都变得方便起来 ，但共享网络中信息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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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是不言而喻的 ， 它既包含着积极向上的生活学

习指南 ， 同时也处处存在着
一些不 良信息 。 中学生

应对如此繁多的信息 ， 无法完全做出正确判断 ， 不

良信息会侵害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还会诱使其误入

歧途。

二 、 中学生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 必 要性

（

一

）法制教育是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的 必经

之路

自十八大以来 ，我国 的民主法制建设站在了历

史的新起点上并获得了重大的突破 。 且十九大报告

将
“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

作为基本方略之
一

，在该方

略的指导下知法 、懂法 、守法是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的基本要求 。 中学生通过接受 良好的法制教育培养

法律意识 ，
建立法律思维 ， 明确行为准则才能够成

为
一

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 。

（
二

）法制教育是减 少青 少年犯罪 的 有效途径

青少年正处于青春的懵懂期 ， 其身心仍处于发

育期 ，还未形成完全的世界观 ，
且明辨是非的能力

较差 ， 加之对法律又懂之甚少 ， 因而往往会走上歧

途 ， 有时犯了错受到 法律制裁时仍不明 白为什么 。

归根结底是 由于其缺乏对法律的了解学习 。 法制教

育不仅仅是让处于懵懂 时期 的 中学生知 晓在关键

时候如何保护 自 己 ， 也是为 了让其清楚 自 己行为 的

底线 。 因而法制教育是减少青少年犯罪的较为有效

的途径。

（ 三 ） 法制教育是 中 学 生健康成长 的 基础

中学生处于成长时期 ，
心智还未成熟 。

一

方面

通过法制教育来教导其究竟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

做 ，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  ＜另
一

方面他们 自我保

护能力较差 ， 各项权利极易受到侵犯 ， 可以通过法

制教育提高其 自 我保护能力 ， 以此保证中学生健康

成长 。

三 、反思

全面依法治国 的方略涉及生活在社会中 的每

一

个主体 。 中学生作为其中 的
一

部分就要了解熟知

法律以助力该方略的实施 ， 其中法制教育的健全是

帮助 中学生学习法律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

作为学校 ， 需要加大对法制教育的重视 。

一

方

面调整法制教育类课程在总课程安排 中 的 比重 ，
必

要时也可以将法制教育类课程划分为考试科 目 ， 以

此来引起学生的重视 。 同时 ， 引进
一些法律专业人

才保证施教内容的准确性 。 对中学生的法制教育应

采取较为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而非单纯地教授课

本上枯燥的理论知识 ，例如举行模拟法庭或是就某

一

真实案件谈及学生 自 己的看法等 ， 以此来提高学

生对学习法律的兴趣 。 再者教学的场所也不应局限

于教室 ， 应 当与 当地的法院 、检察院等沟通协作辅

助法制教育的顺利开展 。

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良

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础要素 。 作为家

长首先应从意识上将法制教育与其他教育并重 ， 用

现代意识与观念注重对孩子的思想 、人格 、 法律观

念等全方位的教导 ， 同时可利用 电视网络杂志等工

具丰富教育方式 。 其次优化家庭环境 ， 因为家庭环

境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习惯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

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使得社会也应发挥带动作

用 对中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 开展利于其健康成长

的文化娱乐活动 。 对于学校周边的环境进行整改 ，

加强对未成年人进出 网吧等娱乐场所进行严格的

排查与管理 。 同 时 ， 法院 、检察院等相关部 门应 当

积极与学校协调合作助 力开展较为丰富的法制教

育课堂 。

对中学生的法制教育需要学校 、家庭与社会相

互配合 ， 从而形成
一

个较为全面的法制教育模式 ，

从而更有利于 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有助于采取

正当途径保障 自身权益和利益 ， 从而真正弘扬法治

精神以响应全面依法治国方略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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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系 兰 州 理工 大 学法学 院本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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