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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和重视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对于建设法治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自媒体时代下，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信息和言论，而这些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范围很广，这就让

主流的价值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加强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很有必要，因为法治教育要为青少年参与自

媒体网络做准备，自媒体乱象也会影响青少年法治观念的培育。自媒体时代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存在一

些现实困境，学校法治教育未能完全与时代接轨，家庭网络法治教育也存在一定困难，法治教育权威也

受到时代挑战。本文在结合一些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之策，可以营造校园法治情景接轨自媒体

时代，构建新型教育场域抵御时代冲击，也可以施行惩罚策略加强法治教育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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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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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education of young peop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rule of law society. In the 
era of self media, people can freely express information and speech, and the speed and scope of 
thi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re very fast, which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mainstream val-
u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online legal education for young people, as legal education should 
prepare them for participating in self media networks. The chaos of self media can also affect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people’s legal concepts. In the era of self media, there are some practical dif-
ficulties in the legal education of young people on the internet. School legal education has not fully 
aligned with the times, and family online legal education also faces certain difficulties. The au-
thority of legal education is also challenged by the times. Based on some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hat can create a campus legal scene in line with the era of self 
media, build a new educational field to resist the impact of the times, and implement punishment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the authority of leg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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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媒体是指任何主体通过信息技术向外界发布事实或新闻的传播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自媒体不

仅仅用于工作，在学习和生活中也出现了它的身影。自媒体的信息内容具有普泛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它

的传播主体是大众，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舆论中心。 
当代青少年正处在自媒体发展正盛之时，开放多元的自媒体深得青少年群体的喜爱。他们可以随意

地将信息传递给他人，效率极高，并且不亦乐乎。而这些信息可能会影响他们学习思考的习惯，并在潜

移默化中对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很多青少年因此走向了歧途，这就给青少年法

治教育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客观看待自媒体时代下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现实困境，并且做好应对，强化

网络法治教育成效，将有利于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保护和健康成长。 

2. 自媒体时代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的必要性 

青少年法治教育承载着党的教育方针和思想，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发挥着立德树人

的关键作用。在自媒体网络的影响下，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更为必要。 

2.1. 法治教育要为青少年参与自媒体网络做准备 

如今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自媒体网络几乎已经融入到所有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中。《青少年蓝皮书：

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显示：未成年人近半年的上网率达 99.9%，显著高于全国互联网普

及率(73%)。 
青少年是网络空间的重要参与者，面对如此庞大的青少年上网群体，如何保障青少年文明健康运用

网络、远理网络侵害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应有之意[1]。 

2.2. 自媒体乱象影响青少年法治观念的培育 

自媒体时代下，信息的传播渠道增多，传播效率变高，对于青少年的思想价值观养成增添了许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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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因素。为了能够引导青少年有效识别形式各样的信息，网络法治教育义不容辞。要知道，自媒体

网络中的信息会无孔不入、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的思想价值观，要想从根源上去杜绝这些信息既不可

能实现，也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所以青少年群体只能直面这些信息，没有逃避的选择。有关调查报

告发现，有 30.3%的未成年人都曾在上网过程中接触到网络不良信息。面对这样的情况，实在有必要强

化相关法治，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网络文化的引领[2]。 

3. 自媒体时代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由于自媒体时代的一些特殊性，相比于以往综合的法治教育，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存在一些新的困

境。 

3.1. 学校网络法治教育未能完全与时代接轨 

2022 年 11 月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北京发布《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以下简称“《青

少年蓝皮书(2022)》”)。《青少年蓝皮书(2022)》发现，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不容乐观，城乡

未成年人接受网络素养教育比例均较低，其中城市为 14.6%，乡村为 14.2%。当前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

不容乐观，说明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开设网络素养课程以及相关工作普遍存在不足与不到位问题。《青少

年蓝皮书(2022)》还指出，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培育正在步入快速提升时期，推进网络素养教育任重道

远。 

3.2. 家庭网络法治教育存在一定困难 

法治教育需要靠学校、社会、家庭的共同努力。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使用自媒体网络的主要地点

就是在家庭环境中。这意味着家庭教育可以对青少年法治素养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 
《青少年蓝皮书(2022)》指出，家庭氛围会影响未成年人上网时长，甚至网络依赖程度。而与父母感

情好的未成年人长时间上网比例低于与父母感情不好的未成年人。 
 

 
Figure 1. Th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ors and their parents affects the duration 
of internet use 
图 1. 未成年人与父母的感情关系影响上网时长 

 
《青少年蓝皮书(2022)》显示，与父母感情很好的未成年人周中(周一到周五)从不上网比例为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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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时长三个小时以上的比例为 5.6%。与父母感情很不好的未成年人周中从不上网比例为 11.8%，上网

时长三个小时以上的比例为 20.6%。在周末节假日，18%的与父母感情很好的未成年人上网时长在三个小

时以上，而与父母感情很不好的未成年人这一比例高达 47.1%，见图 1。 
这可能会让家庭法治教育陷入恶性循环，与父母关系一般的青少年会更喜欢上网，越是上网，接受

法治教育的时间就越少。越少接受教育，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可能会继续恶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从而严重阻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3.3. 网络法治教育权威受到时代挑战 

在自媒体时代之前，法治教育被视为一种代表国家强制力的教育，青少年接受来自社会、教师的法

治教育，大多都能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可以说教育具有较强的信服力。然而如今以微信、微博为代

表的自媒体平台，依靠其独有的信息传播的优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大批的青少年。这种影响可能会

影响到已有的法治教育的成效。 
《青少年蓝皮书(2022)》指出，近年来网络视频类应用已成为当下热门，青少年村未成年人更容易受

到短视频影响。另外，小学生观看直播比例更高，为 4.7%，高中生则自然也是这一类平台的重要用户。

根据 2021 年 CNNIC 的数据，未成年网民经常看短视频的比例呈增长态势，2020 年，这一比例达 49.3%，

排在听音乐和打游戏之后。但本次调查数据显示，看视频已经超越打游戏和听音乐，排在未成年人网络

使用的首位，占 47.5%，使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类 App 的未成年人比例更是高达 65.3%。其中，初中

生使用短视频应用比例高于小学生和高中生，占比 67.9%。 
《青少年蓝皮书(2022)》还指出，青少年参与网络谣言传播的现象日渐增多。这些谣言各种各样，它

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此外也出现许多青少年通过自媒体网络传播不良资源，窃取他人隐私的

事件。 
自媒体时代下，网络上许多内容参差不齐，追求噱头，缺乏深度，对没有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是个

巨大的挑战，其算法机制也较容易令未成年人沉迷其中，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

审美价值观和交往价值观，严重影响了法治教育的权威。 

4. 自媒体时代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对策 

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法治意识的形成则需要进行专业的法

治教育。参考赫尔巴特的教育惩罚观和具身认知理论，针对青少年网络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

下方面解决。 

4.1. 营造校园法治情景接轨自媒体时代 

根据具身认知理论，情景是一种能够给学习者呈现知识的应用场所，它能够促进学习者采用多种学

习方式来逐渐达到对知识的全部吸收与理解。所以，教师可以将对学生的法治教育置身于自媒体网络情

景中，引导学生亲自体验这种情景的是与非。 
第一就网络素养教育而言，可以开设专门的网络素养专题讲座，强化青少年的网络道德意识。也可

以把网络素养教育融入学科教学中，尤其是思想政治或道德与法治教学，通过各种活灵活现的案例，将

学生代入情景中，好让学生认识到网络素养的重要性。 
第二，综合真实和虚拟两类情境能够起到很好的增强情景效果，它能促进学生的具身运动，从而走

向深度学习。例如，创办“青少年网络犯罪”法庭主题活动，让学生来当法官、陪审团、被告人等角色，

将虚拟与真实结合，将学习内容与学生的身体运动结合，从而在体验和探究的过程中积累丰富的体验，

强化了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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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校园法治文化需要进行更新，那些法治宣传栏、法律知识竞赛或辩论赛很多学校都有，但是

内容还不够与时俱进，需要紧贴自媒体时代主题，针对更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进行宣传教育。 

4.2. 构建新型教育场域抵御时代冲击 

根据具身认知理论，社会是联结的，所有可以改变事物存在状态的事物都是行动者。当社会结构网

络中的诸多行动者“联合”起来，一个既定的社会场域就得以构型[3]。身处社会场域的人们会构成一种

行为倾向，从而影响到身处场域的每个人。所以就需要去构建一种新的教育场域，并由此作为中介变量

影响青少年的认知发展。 
第一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构建家庭交互场域。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还需要从家长开始解决。家庭是青

少年重要的生活场所，家人的言行举止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家长要做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和网络

道德的领头人，为青少年子女树立一个优秀的榜样。例如文明节制地上网等。要与子女多交流与自媒体

网络相关的事物，鼓励他们做自媒体平台正能量信息的传播者，及时制止并纠正他们在自媒体网络的不

当举止，并且以身作则。 
第二，师生和生生交互场域也能够间接影响到家庭网络法治教育。青少年子女与自己的教师、同学

之间的社会交互能够在信息交流、情感沟通的过程中实现思想碰撞，促进深度学习，从而健全人格、优

化整体素养。在信息技术发达的现在，家长要鼓励子女多与同学、教师学习交流，通过信息技术工具打

造交互场域，实现互相学习和监督。如此，家长自身所需要做的教育工作会减少许多难度。家庭、师生、

生生三种交互场域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教育场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让青少年的法治素养得到熏陶，有力

地抵御了自媒体时代带来的负面影响。 

4.3. 施行惩罚策略加强网络法治教育权威 

根据赫尔巴特的教育惩罚观，当作业、监视、威胁等手段不能奏效，起不到训育的效果时，实施惩

罚就是正当的[4]。而教育惩罚是否有效，主要看教育者是否合理地施行了惩罚策略。科学合理的惩罚策

略对于解决青少年法治素养缺失问题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针对青少年在现实中的过错，要合理适量地使用惩罚。要明确惩罚不能不用，只是不能乱用。

使用教育惩罚的条件是青少年存在明显的过错行为或者意图，在教育实践中容易出现学生成为老师或家

长的出气筒现象。青少年通常比较浮躁，有轻微不服管教的倾向很正常，在没有产生错误行为或者意图

前，就不能使用惩罚。要注意惩罚指向的对象是“恶”而不是学生本身。如果做不到这点，惩罚效果会

大打折扣，而且会严重损害双方关系。 
第二，学校、家庭、社会要展开合作，对青少年在自媒体网络上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和管束。“网

络不是法外之地”，学校要对青少年学生在网络上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审查、监督和约束，可以与同学和

家长交流，确保青少年学生在绿色环境中成长。一旦发现不良现象和行为，学校和班主任应当采取科学、

理性的方法进行处理，针对网络上的过错行为，使用落到实处的教育惩罚，不能让学生存在侥幸心理，

即便在网络上也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各大自媒体平台也应该承担起网络法治教育的一份责任。

如今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发言或是进行其他活动都需要注册并实名认证，对于青少年账号需要采取额外

的关照。倘若青少年发表违规言论或是进行过错行为，将被警告，次数过多将被限制活动甚至短暂封禁

账号。也可以建立教育部联网系统，若存在严重过错行为，将被通知学校和家长，进行专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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