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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短视频正成为长

视频的最强大对手。与之相反，普法教育内容往往专业

性强，篇幅冗长，无法满足“短平快”要求。新媒体视

域下，如何兼顾受众需求和普法效果，也对普法教育提

出了更高要求。新媒体时代，对从业者的策划水平、制

作技术、操作技能等专业性要求较高，普法教育主管部

门需要提升自身的新媒体专业力量和线上运作经验，需

要重视受众体验，有效提升受众参与感和主动性，增强

普法教育的效果。

青少年法治科普的路径新探索

青少年法治科普需要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依托以往成

功经验，辅以新媒体技术，探索创新更多更有效的路径。

1、创新法治科普形式

青 少 年 法 治 科 普 工 作 不 仅 需 要 巩 固 好 学 校 、 地 方

政府、传统媒体的原有宣传阵地，还需要在各种新媒体

平台积极地建立新阵地，并且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下，

创新法治科普的内容及形式，保证青少年能够通过新媒

体对法律知识、内涵等进行实时获取。微博、微信、网

站，“一网两微”的法治科普传播模式目前已在很多地

方推行。这种模式拓展了普法传播渠道，有效提升了普

法覆盖面及传播速度。基于“一网两微”，需要建立并

维护专门的法治科普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号、专业网

站，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合法合理的评述，正确引导青

少年对法治事件的看法。面对青少年这些伴随信息化成

长的“网络原住民”，开发普法教育产品要精准切入青

少年兴趣爱好，聚焦在线视频、短视频、手机游戏、动

漫等青少年普遍喜好的载体，从剧情、观感、配置、娱

乐体验等多方面入手精心打磨，增强受众黏性和受众体

验效果，提升普法教育效果。

2、坚持线上法治文化熏陶

法治文化熏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活动，是

无声的浸润和感染，具有无形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

体。[4]据最新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青少年网络普及率已

高达96.8%，使用网络、访问各种新媒体平台已成为青少

年的日常行为，虚拟的网络空间是他们生活成长的精神

家园，因此，网络社会的法治安全对他们的成长同样至

关重要。我们需要根据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兴趣喜好，

选 择 适 当 的 媒 体 形 式 ， 制 作 与 法 治 文 化 相 关 的 媒 体 内

容，再借助网络技术，个性化适时推送至适合的网络平

台，潜移默化地展开线上的法治文化熏陶。例如，在青

少年经常浏览的网页上推送自动弹出的法治宣传橱窗，

在视频平台上推送法治博主的情境故事短视频，在网络

游戏平台推送法治动画等，因地制宜，在线上扩大青少

年法治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全面提高他们对网络安全的

认识，培养他们的法律素养，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

当代青少年思维活跃、兴趣广泛，要善于运用线上

运营思维和创意设计展开普法宣传设计，针对普法教育

的内容、内涵进行创新，聚焦青少年热切关注、广泛关

心的案例事件，及时将其作为素材纳入普法教育内容进

行设计、包装、打造，精心选择青少年关注的新媒体平

台投放。要善于遵循青少年群体的使用习惯，推动普法

教育的产品或服务派发，加强跟踪问效、反馈互动，推

动青少年真正转变为普法教育的粉丝。

3、打造青少年喜爱的普法精品力作

新媒体时代讲求“内容为王”，只有创作出深厚精

良、构思新颖的新媒体精品力作，才能真正让青少年群体

体会到法治的乐趣，切实增强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

弘扬工匠精神，立足体现特色、打造精品，重视原创生

产，精心选择和策划青少年喜好的切入角度，巧妙设计普

法教育产品的素材和题材，力求以原创独特、主题鲜明，

有心意、有内涵、有特色的普法产品引发青少年共鸣。[5]

八五普法规划中提出组织开展全国法治动漫、微视

频征集展播活动，建设互联网法治文化产品资料库。因

此，地方青少年法治科普工作在开展过程中，要充分整

合地方资源，依托政府、学校、社会团体等，借助传播

性广、参与度高、可视化强的新媒体宣传，积极筹备青

少年法治科普主题的各类新媒体作品比赛，例如普法短

视频创作、普法电视短剧创作、普法微电影创作、普法

公益广告设计、普法动画创作、普法游戏设计等活动，

设置合理的奖项，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参赛

作品，经过筛选，可以作为网上法治文化产品资料库的

资源进行存储，也可以作为线上法治文化熏陶的素材，

通过新媒体平台广泛推广。地方高校是新媒体、法律、

广播电视、人工智能等各种专业人才的储备库，地方组

织多样化的法治主题新媒体作品征集活动，不仅可以激

励这些青年人才参赛，还能以此为依托产出大量的法治

科普作品，以赛促学，以赛促推广，获取社会层面的更

大的青少年法治科普成效。

4、注重加强和推动平台间合作

当下，地方针对青少年法制科普的推广，由普法教

育主管部门主导的微信、微博、公众号等平台还没有真

正形成联动合力，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状态，无法通过叠

加实现普法教育倍数的放大效果。普法教育主管部门应

积极作为破除壁垒，加大组织和引导力度，推动普法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