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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平台之间互联互通、优势互补，不断拓展传播渠道，

最 大 限 度 提 升 传 播 效 果 ， 推 动 形 成 连 锁 传 播 的 矩 阵 效

应。要强化集群推进，发挥主力新媒体平台的引领带动

作用，健全新媒体联动机制，严肃新媒体宣传纪律，推

动各平台在青少年普法教育中同频同步同心同振，形成

强大的工作合力。同时，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的普法模

式仍然保持相当规模的受众和固有的影响力，传统媒体

的品牌优势、专业优势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普法教育

主管部门应注重推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在青

少年普法教育中发挥最大效能。

5、建立新形态青少年法治科普基地

八 五 普 法 规 划 提 出 ， 地 方 要 推 进 青 少 年 法 治 教 育

实践基地建设，推广法治实践教学和案例教学。那么，

在新媒体环境下，借助新技术，营造新形态的智能化法

治科普教育基地是继续推进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趋

势。新形态的智能化法治科普基地应立足于青少年身心

发育特点，结合先进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设

备 、 多 功 能 展 板 等 创 造 互 动 性 强 ， 体 验 感 强 的 展 示 空

间。形式多样、内容新颖、手段智能、载体丰富、生动

有趣的法治学习空间，更容易激发青少年主动学习的兴

趣。通过构建法律认知科普、犯罪误区展示、案例剖析

警示、犯罪预防提醒等空间板块，满足实践教学和案例

教学的需求。法制科普也可以结合地方红色文化遗址，

宣 扬 当 代 红 色 人 物 精 神 ， 建 立 新 形 态 红 色 法 治 教 育 基

地，扩大和深化红色法治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

6、注重普法队伍中的新媒体团队建设

新 媒 体 运 营 本 身 具 有 选 题 审 核 要 求 高 、 舆 情 风 险

把控要求高等特点，针对青少年选题则有更高要求。基

于此，必须在青少年普法过程中注重加强专业人才、专

业团队建设。实践中，不能仅依靠普法教育主管部门的

单打独斗，应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要求，充分发挥

广大行政执法司法人员、法律服务人员在青少年普法教

育中的主力军作用。 [6]普法教育主管部门探索组建多媒

体工作室，建设新媒体普法人才智库，抽调具有多媒体

经验、熟悉线上运作的普法骨干力量，充实到新媒体工

作室，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应加强与青少年普法

教育关联紧密的网络知名人士、热门网红人物的沟通联

系，注重发挥该群体强大的网络号召力，推动青少年普

法 教 育 领 域 流 量 叠 加 、 强 强 联 合 。 扩 充 普 法 志 愿 者 队

伍，鼓励精通新媒体制作技术的专业人员加入，制作推

广更多新媒体形式的法治科普作品；鼓励法律专业的高

校 大 学 生 加 入 ， 用 他 们 的 专 业 知 识 支 持 青 少 年 普 法 工

作。志愿者队伍需要吸纳这些高素质的青年人才，他们

与青少年之间不存在代际沟通障碍，他们更懂得青少年

的需求，熟悉青少年的媒体关注喜好，更适应新媒体环

境，熟悉新媒体的运作模式，能够更好地完成青少年法

治科普的工作。

7、注重健全奖惩推进机制

探索将新媒体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的情况列入普法

成员单位的考评体系，加大赋分权重，严格考核奖惩，

提升普法成员单位对新媒体的重视程度和运用水平。[6]应

按照快、准、全的要求，健全舆情应对策略，制定应对

预案，对青少年受众关注的敏感舆情、重大案事件，应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挤压负面空间，回应受众关切。持

续完善新媒体普法教育评估反馈机制，综合采取“第三

方+电话调查+问卷”等形式，掌握青少年普法教育真实

成效，及时优化普法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推动新媒体在

青少年普法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结　论

青 少 年 法 治 科 普 是 培 育 法 治 公 民 ， 弘 扬 社 会 主 义

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文明、成就法

治社会的必由之路。新媒体环境既为青少年法治科普带

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新媒体是进行法治科普的重

要载体和手段，探索适应新媒体环境特点的新的科普路

径，能够进一步促进青少年法治科普工作的展开，提高

法治科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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