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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马诺维奇认为，媒体被数据化后就成为了

新媒体。[1]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主要是利

用移动无线网络等高新技术传播信息的媒介，包括数字化

的网络媒体、移动终端媒体、户外媒体等。新媒体深刻影

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被称为“数字原住民”

的青少年，各方面的素养深受新媒体环境的影响。新媒

体是他们获取信息、了解社会、表达自我的主要载体，

是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承载着宣传法治

道德的重任。新时代青少年普法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

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指出：“应

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开展精准普法，创新普法内容，

形成法治需求与普法供给之间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拓

展普法网络平台，以互联网思维和全媒体视角深耕智慧普

法。”[2]在此背景下，地方应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优化

青少年普法教育措施路径，有效增强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平稳推进地方法治建设，推动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

新媒体在普法教育中的优势与挑战

1、优势

首 先 ， 突 破 传 统 普 法 模 式 的 限 制 因 素 。 传 统 的 沿

街宣传、发放资料、法治讲座等普法模式，易受人员、

经费、场地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新媒体则具有自由、开

放、平等的特点，理论上可即时、无限地拓展内容，在

线学习、研讨、交流不受时间地域等因素限制。

其次，普法教育内容更加丰富。传统的普法教育存

在形式单一、刻板说教、传播力和影响力不高等问题，

对年轻一代缺乏吸引力。新媒体表现内容丰富，可融视

频、动漫、MV、游戏等多元化内容为一体，带来的是全

感官的沉浸式体验，可以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形式提

升普法宣传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再次，提供更加精准的普法服务。传统普法教育多

为单向灌输，难以紧贴不同普法对象的差异化需求。新

媒体的传播方式则是双向的，受众既可以接受信息，也

可以发布信息，还可以自由选择、检索关注的内容，满

足了细分需求，使得针对不同对象开展精准化、个性化

的普法教育成为现实。

2、挑战

据统计，近50%青少年通过B站、抖音、快手等短视

频平台了解社会重大事件，但是他们对信息来源渠道缺

乏鉴别意识，只有不到一半的青少年会主动区分信息来

源是官方还是自媒体。[3]有些自媒体信息夹杂情绪宣泄、

网络谣言；有些网络推手为了赚取流量，歪曲事实，推

波助澜；有些网络黑灰产业成为链条，蔓延扩张。这些

都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促进青少年具备辨

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强化个人信息安全意识，防范未知

风险，是普法教育与新媒体结合时需要接受的挑战。

新媒体信息内容具有“碎片化”的特征，短视频、

微 视 频 已 成 为 近 乎 全 民 性 传 播 的 话 语 表 达 方 式 。 根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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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法治教育是培养法治公民、成就法治社会的重要工作。新媒体环境下，青少

年法治科普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需要及时应对挑战。因此，法治科普的路径需要适

时拓展和调整，需要在充分整合地方资源的基础上，对形式和内容进行创新、线上法治

文化熏陶、打造新形态法治教育基地、培育新媒体视域下的高素质团体等，借助新媒体

的优势，深入推进地方青少年的法治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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