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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普法工作指南》标准解读

一、制定背景

普法是公共法律服务要义之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

思想、助力深圳打造“法治城市示范”的基础性工作。青少

年是普法工作的重点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法

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

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

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

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

于 2016 年制定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从义务教育

到高等教育阶段都要加强法治教育，并特别要求广泛组织和

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建立社会法

治教育网络。中共中央《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主

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都明确提出要落实《青少年法治教

育大纲》的要求，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将“深入开

展青少年普法工程，在各区推广青少年普法‘福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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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 2021 年工作要点。

二、目的和意义

青少年普法是普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象、内容

均具有普遍性，实施主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青少年普法

工作指南》的制定目的为探索判断青少年普法成效的量化性

指标，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且可复制、宜推广的青少年普法

有效机制，培养出一批具有法律意识和法治信仰、具备独立

思考能力、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技能的年轻公民，是

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量的重要保障，可为深圳打造“法治城

市示范”奠定良好基础，更可为建设法治中国贡献深圳力量。

三、主要条款解读

指南明确了青少年普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普

法对象、普法目标、普法内容、普法途径、普法方法、普法

工作保障等。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

（一）指导思想

指南明确青少年普法工作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

思想，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全面提

高青少年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青

少年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主要是根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的工作要求确定。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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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明确了青少年普法工作的原则。主要包括 3项原则：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宪法教育为核心；遵循青

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贴近青少年生活实际；创造公平的普法

环境，保障青少年平等参与的权利。

主要是根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的工作要求确定。

（三）普法对象

指南明确了普法对象以 6 岁至 18 岁青少年为主体。

主要是根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青少年法治教育

目标确定的。

（四）普法目标

指南根据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分别明确了

6 岁≤青少年＜12 岁、12 岁≤青少年＜15 岁、15 岁≤青少

年＜18 岁三个阶段普法工作的目标。普法目标根据年龄层次

依次拔高，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和实际需求。

主要是根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青少年法治教育

目标确定的。

（五）普法内容

指南根据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分别明确了

6 岁≤青少年＜8 岁、8 岁≤青少年＜12 岁、12 岁≤青少年

＜15 岁、15 岁≤青少年＜18 岁四个阶段普法工作的内容。

每个阶段从国家观念、法律意识、行为习惯、社会常识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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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提出相关普法内容。

主要是根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青少年法治教育

内容确定的。

（六）普法途径

指南确定了校园普法、社会普法、平台普法三个主要普

法途径。其中校园普法包括课堂普法、课外活动、宣传阵地

三个主要途径，其中课堂普法主要由普法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开展，可采用“普法讲师+教师”的线下、线上培训及合作

授课模式；课外活动采取组织普法讲师、社区工作者或其他

普法工作人员进校园，以模拟法庭、知识竞赛、辩论赛、情

景剧表演、影视作品播映等方式开展；宣传阵地主要采取有

一定基础的学校设立法治教室、法治长廊等普法宣传阵地。

社会普法主要包括法治讲座、法律咨询、实践模拟、知识竞

赛、辩论赛、情景剧表演、影视作品播映等方式。平台普法

主要包括制定法治案例宣传片、开展线上法治讲堂、设置法

治专栏等方式开展。

主要是根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青少年法治教育

的实施途径要求和深圳市普法工作实际成果提炼而确定的。

（七）普法方法

指南确定了教学类普法、活动类普法、平台类普法三类

主要普法方法。其中教学类普法明确了普法工作流程和各步

骤中服务机构可参考的工作方法；活动类普法提出了前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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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活动实施、总结与评估三个阶段的工作方法；平台类普

法提出了平台设立、平台运营宜参考的工作方法。

主要是根据深圳市普法工作实际成果提炼而确定的。

（八）普法工作保障

指南从服务机构、普法讲师、信息化、持续改进、协同

保障五个维度提出了工作保障内容。明确了服务机构和普法

讲师宜具备的条件；提出了信息化建设宜考虑的内容；提出

了服务机构持续改进和协同保障的具体内容。

主要是根据深圳市普法工作实际成果提炼而确定的。

四、青少年普法工作开展提示

目前深圳市青少年普法工作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深圳

市各区司法行政部门在推进青少年普法工作过程中指导思

想、普法原则、普法目标、普法内容、普法途径等在遵循标

准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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