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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价值维度与

实现路径

朱 彦*

【内容摘要】 青少年法治教育需要刑法教育的融合，将刑法教育融入中小学法治教育，增强法治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利于提升学校法治教育的实效。开展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不仅教育青少年知

法守法，具备底线意识，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而且教导青少年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学会自我

保护，提高管控能力，保障未成年人权益。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能增强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增加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度与认同感，促使学生将法治意识转变成为

自身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是否有科学的刑法课程、针对的教学方法以及专业的实践体验，这

都关系和影响着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也决定了刑法法治教育的价值能否真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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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生欺凌和青少年刑事犯罪时有发生且不断升级，青少年刑事案件的发生时常触发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讨论，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校园的安全稳定，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21

年 6 月 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2020) 》中指出，未成年人保护形势不容

乐观，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多发高发，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其中“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有所

回升”“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类型更加集中”，①这对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构成了极大安全隐患。青少年犯

罪的成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 既存在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后果认识模糊等主观因素; 也有来自

学校教育、家庭环境和社会影响等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其中学校的教育责任无可推卸。中小学教育

是加强未成年人保护、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环节。学校法治教育未能发挥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

青少年犯罪的作用，学校法治教育失效甚至无效是引发学生欺凌和刑事犯罪不可回避的重要原因，进而

也引发了社会对于学校法治教育如何真正取得成效的追问和质疑。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对青少年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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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用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与之相应的是，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导致各种思想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更加频繁，社会生活中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各种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过硬的法律素质是青少年

有效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基础。在我国“八五”普法全面施行之际，如何深入开展青少

年法治教育，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尤其是如何有效开展青少年法治

教育，成为摆在众多中小学校面前的突出问题。教育部《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

规划( 2021 － 2025 年) 》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持续提升教育系统法治素养，切

实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规范化和常态化，提高普法内容的适用性和实效

性。① 如何取得法治教育的实效还要从教育本身入手，从增强学校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入手，将刑法教育②

纳入中小学法治教育之中，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挖掘法治教育中的刑法教育内容，增强学校

法治教育实效，培养和造就青少年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既是通识教育，也是素质教育。学校刑法法治教育不仅教育青少年正确区分

法制和法治，学习法律知识，理解法治含义，形成规则意识; 而且教会青少年遵纪守法，具备刑法观念，学

会自我保护，预防违法犯罪，更是教导青少年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注重刑法教育，提高管控能力，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 一) 引导青少年树立规则意识

1985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同

时转发《关于向全体公民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法制教育”的概念，也标志着

我国正式开启“一五”普法，一项规模宏大的全民普法工程由此拉开了帷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现全面

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而“法治教育”的提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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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法治教育”这一重要概念在

国家正式文件中予以确立。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我国的“法制教育”历经三十多年逐步转变成

为如今的“法治教育”，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却体现了教育理念的转变。相比于强调法律制度宣传教

育、法律常识启蒙教育的法制教育，法治教育的意义更为深远、内涵更为丰富。

学校法治教育是通过教师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参与法治实践，培养法治思维，形成法

律信仰的教育活动。③ 青少年法治教育作为学校法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普法的目标和重点不仅仅

是在法律规范层面通过向未成年人普及法律常识、法律知识，掌握法律条文，进而在法律制度层面增强

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强化学生对法律制度的认知，法治教育“更在于教导一套值得身体力行的价值观”，

即关注未成年人不同阶段的人格培育与意志成长，系统教导法律体系，规范行为习惯，认可法律价值，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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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 2021—2025 年) 〉的通知》，载教育部网，2021

年 11 月 11 日，http: / /www． moe． gov． cn /srcsite /A02 /s5913 /s5914 /202111 / t20211111_579070． html。

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是一种守法教育，是以正义的法秩序为目标，强调国民信法、守法和护法，并且强调行为与

行为人并重的法治刑法。参见曾明生:《走向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及其刑法学论纲》，载《赣台法学论坛文集———江西省

犯罪学研究会年会( 2011 年)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6 － 197 页。

参见刘旭东:《学校法治教育的概念与性质辨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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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治理念，树立法治信仰，并能运用法治思维和理念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所谓“徒法不能以自

行”，法治社会的建立不是法律制度的单纯堆砌，法治教育的效果也不是法律知识的简单灌输，唯有将法

律理念和法治精神贯穿于青少年法治教育全过程，引导学生理解法律价值，维护法律权威，使之成为学

生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成为青少年的核心素养，才能真正实现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目的和初衷。

法治教育的本质是“使人成为人”①。通过法治教育，促使学生成为一个有法治素养、法治信仰和法

治实践能力的人。其中，法治素养是前提，法治信仰是关键，法治实践是根本，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

了法治教育的本质内容。具体而言，学校法治教育不仅要教育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认识和理解国

家法律的规则条文，形成诸如法律至上、人权保障、正当程序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律思维，而且要学

生信任法律，能够发自内心地拥护法律，自觉遵守法律，保证法律实施，把法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捍卫

法律的尊严和神圣，更要活学活用法治知识，掌握法治精神实质的学习方法，把崇高的法治理念化为具

体的现实行动，善解社情民意，增强学法、用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合法性思维教育是学生掌握基本法律知识的基础，将法律规范作为自身行为正确与否的评价标准，

实施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这是法治教育的基本要求，进而通过法治教育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成为懂法、依法的合格公民。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必须总体规划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法

治教育，根据国民教育体系中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不同阶段、不同年龄层次学生的智力水平、思想特

点和接受能力，科学设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和内容，逐渐培育青少年的规则意识，时刻敲响“遵纪守法、安

分守己”的警钟。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为关键的阶段，是人格养成、思想成熟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的重要时期，也是规则意识、法治素养培养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对提高公

民整体规则意识和法治素养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二) 引导青少年自觉预防违法犯罪

近年来，随着校园暴力、学生欺凌等负面事件呈现高发、上升的态势，②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逐渐成为

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未成年人权利意识薄弱、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固然是导致校园暴力、欺

凌甚至刑事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学校法治教育对于保护青少年人身权益、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缺失。2016 年 6 月，教育部会同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颁布实施《青少年法治教育

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 ，要求“从青少年抓起”，持之以恒地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明确指

出，小学高年级( 3 － 6 年级) 要“了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定保护”“建立对学生欺凌行为的认知和防范

意识”，小学高年级法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在于学会保护自己; 初中阶段( 7 － 9 年级) 要“建立对校园暴力

等青少年常见违法犯罪行为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初中阶段的法治教育要青少年掌握与自己生活密

切相关的刑法法律知识; 高中教育阶段要“理解刑法的运行规则，了解犯罪构成以及罪刑法定等基本原

则”，高中阶段主要培养学生具有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具有公平、正义观念，运用一定法

治技能保护自己，逐步养成良好的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③

虽然校园暴力、学生欺凌事件往往涉及民事、行政和刑事等多层次、多方面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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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鸿志:《法治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版，第 36 页。

参见任海涛:《我国学生欺凌法治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评 11 部门〈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载

《东方法学》2019 年第 1 期。

《教育部 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关于印发〈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通知》，载教育部网 2016 年 7 月 18 日，http: / /

www． moe． gov． cn /srcsite /A02 /s5913 /s5933 /201607 / t20160718_272115．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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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的震慑作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刑法将一定的行为确定为犯罪，并规定科处一定的

刑罚，从而明确犯罪人应当受到法的无价值判断( 评价机能) ，如此通过刑法的“命令”，就可以使普通人

形成不实施类似行为的意思决定( 意思决定机能) ，从而避免犯罪的发生。以“考试作弊入刑”为例，①尽

管只有“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才能构成“考试作弊罪”，学校的课程考试作弊并不在考试作弊罪的打击

范围之列，学校考试一般情况下根据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给予学生警告、记过等处理，但是本罪仍然被视

为悬在所有考试舞弊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体现了刑法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竞争的价值取向，要

求学生摒弃弄虚作假、树立诚实守信的教育意义不言而喻。对于诚信考试与考试作弊的两种行为予以

相反的法律评价，前者予以肯定并起到示范、激励作用，后者则予以否定并给予预警和强制作用，以此达

到刑法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双重目的。

由此可见，通过法治教育向学生灌输正确的行为准则，使刑法规范内化为学生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

向。学习刑法才能知道什么是犯罪，以及犯罪所导致的社会危害性等严重后果，使得学生既能了解到遇

到的刑法问题是什么，正确分辨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也教育学生要知法守法、不违法不犯罪，进而提

升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当自身或他人生命财产遭到威胁或侵犯时，懂得用刑法

保护自身和他人的重要权益，了解遇到刑事法律问题的正确处理方式，培养其依法维权的能力。刑法教

育的作用不仅在于教导学生懂的法律规范，如何保护自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能促使学校进一步认

识到刑法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观点认为，一个文明发达的社会，刑事法律不会活跃在诸多法律规

则的前沿，以剥夺和限制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刑法，不仅起不到有效预防犯罪的作用，还有可能将更

多的人推到社会的对立面。② 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尽管刑法的谦抑性主张刑法是国家整个法律体

系中的保障法，即在没有可以替代刑罚适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法行为设定为犯罪行为。但刑法的

谦抑性是针对立法环节而言的，“在刑法缺席的情况下，人们不能过一种安全、符合基本规则的社会生活

和私人生活”。③ 何况刑事立法要遵守谦抑原则，不代表刑法教育也有谦抑性的要求。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15 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对未成年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开展预防犯罪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使未成年人树立遵纪守法和防范违法犯罪

的意识，提高自我管控能力。”因此，立足于未然之罪的刑法是一种预防，刑法教育要走在法治教育的前

沿，通过“惩罚手段”实现一般预防的功能，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学

校法治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刑法法治教育让学生知道犯罪是严重违法行为，刑法是

“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懂的遵守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规范，形成敬畏

法律之心，增强自身遵守法、维护法律权威的意识，这是学校开展刑法法治教育的根本遵循。
( 三) 教导青少年依法保障自身权益

如前所述，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社会大众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国法律对于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

年人提供了特殊保护，为其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法治保障。有数据表明，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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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29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 九) 》中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

罪，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

组织考试作弊的考试范围、情节严重、犯罪形态等具体问题作出司法解释。

参见崔维云:《法治教育的理念转向与教学建议———以〈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道德与法治〉为例》，载《中学政

治教学参考》2017 年第 12 期。

周光权:《刑法学的向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8 －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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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连续多年呈现下降趋势后有所回升，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上升势头，①一些没有达到犯罪社

会危害性的学生欺凌和校园暴力事件同样呈现高发态势。其中固然受到学校教育措施的缺失、家庭监

护监管的缺位、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不健全等等因素影响，但不得不承认“不满 14 周岁不负刑事

责任”成为很多该年龄段青少年无视法律甚至刑法的“免死金牌”。在此背景下，犯罪低龄化、未成年人

对低龄儿童的犯罪越发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手段也越来越令人发指，校园暴

力案件频发无时无刻不在触动着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同样对我国刑法的修订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

民权益。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 十一) 》( 以下简称《刑修十一》) 为例。这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刑事立法回应社

会特点事件和人民关切问题而作出的一次重要修订，其中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修订与新增负有照护职

责人员性侵罪，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对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指引，“立法为

民”进一步巩固了《刑修十一》的修法成果，也为刑事守法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刑修

十一》审慎地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 12 周岁，体现了刑法对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针对性和现

实性。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由原先的“三分法”级差规定，经修订后形成了四层级差结构，完善未成年人犯

罪分级预防机制，而且刑法通过增加“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

劣”以及“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等适用条件，严格限制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范围，而非一味地降

低刑事责任年龄以达到扩大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实现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和法益保护机能的平衡。

另一方面，《刑修十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体现了刑法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该

罪名既与传统意义的强奸罪严格区别，提高了未成年少女的性同意年龄，针对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

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特定人员，比如男性亲属、老师、医生等，严厉打击其利用照护未成年少女形成的

优势地位而实施的性侵行为，又与强奸罪实现了在侵害女性性权利领域犯罪在量刑上的衔接，这对于未

成年人权益的充分保障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我们也应当看到，通过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预

防和减少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仅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对策，而要从根源上预防与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问

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趋势，需要全社会构建起法治化、系统化、综合化的治理路径。

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公民性塑造，“培养青少年具有通过法律途径参与国家和社会生

活的意识和能力”。② 也就是说，要培养青少年通过法律途径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亲自参与法治实

践，践行法律行为，自觉成为刑法法治的坚决拥护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因此，除了完善有关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体系之外，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高度重视学校在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青

少年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发挥学校法治教育的育人作用，挖掘法治教育中的刑法元素，将刑法教育

融入中小学法治教育的全过程，促使刑法教育与学校法治教育的有效衔接，从小学开始、从刑法开始让

法治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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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比持续下降。2019 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 4． 3 万人，比

2010 年减少 2． 5 万人，降幅达 36． 9%。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的比重为 2． 59%，比 2010 年下降 4． 19 个百分

点。参见《2019 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 〉统计监测报告》，载国家统计局信息公开网站 2020 年 12 月 18

日，http: / /www． stats． gov． cn /xxgk /sjfb /zxfb2020 /202012 / t20201221_1810303． html。

张家宇:《青少年法治教育问题探究》，载《青少年法治教育》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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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的价值蕴含

学校法治教育是公民法治教育的重要组成，也是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青少年法治

教育中融入刑法教育，以刑法的特定性、严厉性和保障性促使学生敬畏法律、尊重法律，提高法律意识，

进而自觉遵守法律，学会用刑法思维处理和解决事务，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

权益，提高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育人实效。笔者认为，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体

现。

( 一) 培养人权保障的刑法价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价值

表达，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精神层面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价值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三个层次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当

代中国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每一个公民的价值指引。学校法治教育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紧密相关。从内容上看，法治教育是对“法治”的教育，包括法律知识、法治理论、治理规律的传

授，以及国体、政体等制度的认同，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法治”基本一致。

刑法的内在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刑法典是惩治犯罪、保护人

民、保障人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法，“作为公法学组成部分的刑法学知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联系最为强烈或激烈”，①刑法中的诸多法律规范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和反映。值

得一提的是，《刑法》第 3 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价值的直接体现。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

刑法理论与实践中普遍认同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刑法各项基本原则中处于首要核心地位，《世界人权宣

言》《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对罪刑法定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新中国成

立后，我国刑法学研究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认可、重视和贯彻的程度还有不足之处，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

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虽然我国 1979 年制定通过的第一部刑法典中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

定原则，但实践中基本上实行了以罪刑法定为基础、以类推作为补充和例外原则。1997 年修订的刑法典

中明确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废除了类推制度，成为我国刑法修订和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

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已经向现代化刑法迈进。刘宪权教授指

出，尽管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从形式上作了“要定罪、要处罚”“不定罪、不处罚”正反两个层

次的表述，但其基本内容不仅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罪刑法定原则没有根本区别，实质上仍然体现的是

“一点论”，而且突出强调了“不定罪、不处罚”的偏向性，体现了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精神是从“有

利于被告人”，即从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角度提出并发展而来。②上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脉络无疑是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缩影，罪刑法定作为我国整部刑法典的核心与灵魂，以基本原则的

形式维护和保障公民尤其是被告人的根本利益，对“法治”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刑法典中全面贯

彻落实发挥着统帅和引领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发展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刑事立法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我国刑法从立法

观念、立法内容到立法技术上的提升和进步，更体现出我国法治治理水平、公民权利意识和社会管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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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冀洋、刘艳红:《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时代刑法学的教学逻辑》，载《法学教育研究》2021 年第 34 期。

参见刘宪权:《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发展及应有之义》，载《法学》2010 年第 1 期。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22 年第 3 期

验等方面的整体发展，这无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高度契合，能够引导学生在学习刑法时实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学校法治教育本位的回归，实现刑法价值的灌输和学校法治教育的协同。一方面，

学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学校法治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

本手段。另一方面，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是全面

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程。学校刑法法治教育不仅要深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识和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本质，向学生传授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理念和方式，发挥学校全面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作用，而且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人权保障、人人平等刑法立场贯穿于学

校法治教育的全过程，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知度与认同感，增强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二) 传递守正创新的刑法精神，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刑法制度

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立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

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根植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

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是被长期实践检验证明了的科学制度体系。“近代

以后，不少人试图在中国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终都归于失败。”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必须立

足于我国国情实际，从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合理借鉴国外法治

有益成果，建立健全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才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法治基础。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罚与刑事责任的法律，和其他法律一样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且刑罚

具有国家最为严厉强制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属性，和其他法律相比较，刑法的阶级

性体现的更为直接和鲜明。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刑法法治教育当涉及诸如“刑法的运行规则”“犯罪构成”

等内容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充历史沿革、学术争议和理论分析等背景知识，将刑法的阶级性讲述的更

为透彻和清晰。而在当下的刑法学研究中存在一种现象，即动辄将德国、日本刑法理论奉为圭臬，甚至

将此域外理论绝对化，以国外的理论评价衡量中国的实践。由此，难免导致刑法与我国实践需求、甚至

刑法阶级属性相脱节，其中尤以犯罪构成理论为甚。我国刑法学界历来存在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三

阶层”和苏联的“四要件”这两种不同的学说和观点，更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学体系中耦合式“四要件”

犯罪构成理论需要按照德日递进式“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推翻重建”。在我国的国情下，“四要件”犯罪

构成理论的形成不仅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而且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显著的合

理性。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既没有刑法典，也没有罪刑法定原则的特殊年代，受当时党和国家“以俄为

师，取法苏联”的政治决策，苏联的犯罪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产生了重大影

响，新中国的刑法学体系以“四要件”为核心逐步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并没有当今世界两大

法系的历史传统，“大陆法系中的德日刑法学，虽曾在民国时期得到过短期传播，但很快随着新中国的成

立而销声匿迹，英美刑法学则更是根本未在中国铺开，两者均未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③。尽管引入德

日“三阶层”理论在我国刑法学界的呼声很高，但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公安侦查、检查公诉亦或是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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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出自《商君书算地》。此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时引用的经典名句。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23 页。

高铭暄:《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载《中国法学》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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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并未感觉到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存在司法障碍”，①也侧面反映了“四要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刑法犯罪构成理论必

然是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学理论。以“四要件”为核心的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经过数十年的改革

发展和反复论证，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目前为止还没有另一种说法能够真正替代“四要件”。

青少年法治教育是对法律制度认同的教育，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亦是对刑法制度的认同。从国家

治理的角度讲，法治教育为法治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它让每一个孩子从小掌握法律知识、树立法治理

念。从刑法教育的角度而言，刑法知识的传授并非艰涩地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以及政治立场的宣示，而

是讲究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将刑法思政元素巧妙融入专业知识的讲授当中。学校刑法法治教育在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上，通过刑法知识传递上述思政教育内容，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制度的认同

者。深刻认识和理解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法律制度是学校法治教育的根本方向，学校刑

法法治教育不是培养国家或者社会的对立者，而是在刑法的传习中引导和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地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建设者、践行者和维护者。制度认同当然不限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是有其

充分的专业科学根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以透彻的学

理分析回应学生”“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② 在刑法法治教育的过程中，将包括刑法法治理论

在内的专业知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当中，透过专业视角阐述、印证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适合我国

国情和实际的制度，无疑大大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更能促使学生产生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法律体系的认同，是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必然要求。

( 三) 帮助青少年树立“以人为本”的法律信仰

坚持以人民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③

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为根本目的，坚持以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为生命线。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生命线。具体而言，公平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公正必

先公开、明确，让人知晓行为模式及法律后果。④ 刑法是犯罪和刑罚的明文规定，即对什么行为是犯罪以

及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以成文法的形式予以规定。也就是说，对一般公民而言，可以根据刑

法的明文规定准确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对于没有实施刑法所规定犯罪行为的普通人，将不会受到刑事

处罚。而作为犯罪人，则可以根据刑法预测自己行为可能招致的法律后果，法律保障其不受“法外定罪、

法外用刑”。刑法的可预测性一视同仁，既保护了受害人，也保障了犯罪人，为行为人提供了可预测的行

为评价标准，树立刑法权威，体现公正价值。正义是法律评价标准的核心要义，“良法善治”中的良法，必

然是符合正义标准的。刑法典就是一部具有人文关怀的良法。失去人文关怀的涵养和支撑，刑法典将

只剩下一具空洞的法治外壳，而如果刑法典丧失其公平正义的内在价值，甚至会导致“恶法亦法”的恶性

循环。刑法典的“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基于未成年人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现

行刑法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于未成年犯罪人予以特别保护，主要体现在总则中刑事责

任年龄、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一般累犯和前科报告制度等法律规定中。其中，《刑法》第 100 条规定的

“前科报告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权益给予特殊保障，即在前科报告制度的基础上，规定未成年人轻罪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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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载《中国法学》2009 年第 2 期。

廖阔:《习近平思政课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逻辑》，载《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 年第 31 期。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4 页。

参见汪红飞:《学刑法学做人》，载《黑龙江教育( 高教研究与评估) 》2021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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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报告制度，弱化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标签，对于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助其顺利接受改造，复归社

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① 另一方面，刑法典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

分则中强奸罪、虐待罪、遗弃罪、拐骗儿童罪、聚众淫乱罪、强迫他人吸毒罪等明确规定了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行为加重处罚。尤其《刑法修正案( 九) 》取消“嫖宿幼女罪”，对与不满 14 周岁幼女发生性行为的，

无论幼女是否愿意，也无论是否给付金钱，一律按照强奸罪定罪处罚，确保了刑法对幼女实行无歧视( 差

别) 的保护。刑法追求公平与正义，这对形成关爱特殊群体的良好社会氛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保

护好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在内的特殊群体权益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体现了刑法坚持以

人为本，依法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为目的的“人文关怀”。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要依靠法律予以保障，以人为本的刑事立法符合社会公众对刑法公平正义价

值取向的认同，而法律权威同样需要依靠青少年得以维护，只有以人为本的司法才符合公众对公正司法

的认知，才有助于确立司法权威以及法治信仰，刑法的权威也源于学生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治

不在于公民对法律条文、法律概念有多么深刻的记忆，而在于将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变成自己在日常生

活和学习中的行为准则。”②学校法治教育针对中小学学生以及高校中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展开，其目的并

非是为了培养法律专业人才，而是“为了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使其具备现代法治社会所要求的规则意

识、人文关怀、包容实现与批判精神”。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不仅是合法性思维教育，

教导学生遵守法律规范，确保自身的行为不违法、不犯罪，即从规范层面理解和掌握刑法条文的内容，以

刑法规定作为评价自身行为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而且学校刑法法治教育是公平正义的思维教育，学校

要帮助学生理解法律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学生心中对公平与正义的心理追求，在理解刑法法治意义的基

础上，懂的如何运用刑法捍卫自身的权利与自由，善于通过刑法思维方式推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

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诚然，缺乏人文素养滋润的纯粹法律知识的普

及是机械而无味的，在继后的法律适用过程中也往往是盲目、被动的，难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

民福祉。尽管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司法、每一个案件可以教条式地

适用法律规范，也不意味着可以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尊重人民的“法治获得感”便是强调实现和维护公

平正义。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公平正义的观念也会与时俱进，发挥刑法对正义的确认和保障作用，把刑

法中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融入学校法治教育之中，使学生理解到立法上的一般公正并不等同于个案的

公正，后者的实现更需要司法环节秉持“人民主体”的立场。即如果拟作出的判决不符合常情常理，或者

难以取得公众的普遍认同，就应反思自身对法律规范的认知是否恰当，从而对法律作出合乎情理合乎公

众体认的解释。因此，刑法教育与青少年法治教育相结合，展现了我国刑法中保护、关爱未成年人和打

击、惩治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文关怀。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除了注重开展法律规范教育，促使学生对刑

法抱有敬畏之心，将刑法作为判断自身行为性质、维护自身权益的准绳，更要重视对未成年人进行精神

层面的教导，从个案中切实领会社会主义刑法的人文关怀，促进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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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学校在进行法治教育时，是否有针对的课程、专门的教法、专业的师资、实践的教学等等，直接影响

着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的价值能否真正体现。

笔者认为，中小学开展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升学校法治教育的实效。

( 一) 开展“风险教育”注重教育引导，在课程内容中渗透刑法基础知识

目前，中小学阶段的法治教育以“道德与法治”课程学习得以实现，高中阶段则是通过“思想政治”课

程完成法治教育。学校刑法法治教育要注重对青少年开展“风险教育”，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心理特点和

教育目标，在学习内容中渗透刑法相关知识，注重法治教育引导的层次性和差异性。中小学生的安全教

育一直是学校法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增强青少年的“风险教育”，从小培养风险防范意识，增强抵御风险

能力，将法治教育内容列入中小学必修课程是强化风险教育的有效载体，而在法治教育过程中融入刑法

知识体系是开展风险教育的重要手段。作为落实《大纲》法治教育“先行先试”的重要举措，2016 年 9 月

起《法治教育( 试验本) 》在上海市各区县中小学试用，该套教材分为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阶段，前者

侧重国家认同、家庭关系、公共生活、规则意识的内容安排，引导小学高年级、初中生初步了解、认知规则

和社会秩序，灌输法治意识; 后者侧重法律知识、法治原则、制度体系的内容安排，加深、强化高中生对法

律规则、法律知识、法治原则等的掌握，以此确立法治观念。结合《法治教育( 试验本) 》的教学内容，分阶

段加强法治教育内容的融合性，帮助青少年理解和掌握刑法专业知识，并为中小学生守法、用法和护法

提供切实可行的办法和途径。

小学高年级学生要学会知法———刑法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法治教育( 试验本) 》( 四年级至五

年级) 重点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刑法常识，其中，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涉及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普法

内容。在了解“生活处处有刑法”的基础上，帮助小学生理解校园中“谁都不能伤害你我”，具备初步的防

范意识，杜绝学生欺凌，并且要“勇敢保护自己”能初步防骗、防拐、防性侵，用“法律护卫我们的合法权

益”，更不能触碰刑法的底线。学校法治教育不仅局限于法律概念的认识，更要让小学生明白刑法中违

法行为的界限并遵守法律，认识到刑法的严肃性和不可挑战性，知道什么是违法和犯罪，知道自己的行

为是否合法，以及违法犯罪行为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伤害等。

初中生要学会守法———刑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法治教育( 试验本) 》( 初中版) 介绍了刑法

典的性质和地位、刑法在权利保障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基本原则等教学内容。从“严惩侵犯生命健康权

的犯罪”展开，促使中学生知道生命健康权、人生自由权财产所有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正确理解“违法

和犯罪要受法律惩罚”，远离邪教、黄、赌、毒，“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从而学会保护自己和尊重

他人，并“机智应对违法犯罪行为”。从初中阶段开始，学校刑法法治教育要让未成年人面对风险时学会

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认识到任何人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犯罪者必将受到刑法的严惩。换言之，当

面对不法侵害时，青少年要学会独立思考、冷静判断，最大限度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高中生要学会用法———刑法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底线。《法治教育( 试验本) 》( 高中版) 侧重于

刑法基本原理、重要理念和运行规则的介绍，包括犯罪构成以及罪刑法定等学习内容。通过认识“校园

暴力可能是犯罪”“无犯罪则无刑罚”“实施犯罪要负刑事责任”教导青少年明白刑法具有“最后保障法”

的地位，具有初步的法治意识和公平正义观念，而且刑法能在“风雨来时为你撑把伞”，加深理解《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教导高中生懂得“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方式”，以及“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等。高中

阶段的青少年要树立刑法界线不可逾越的意识，遇事甚至身处危险情形能第一时间依靠法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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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学生面对困难的自信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 二) 构建“情境学习”创新教学方法，在学习过程中提升刑法教育实效

适用契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法治教材是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的基础，作为法治教育的主渠道，课

堂教学如果缺乏有效的教学方式，过分强调知识点的讲授与记忆，不仅只知“实然”不知“应然”的纯粹背

诵无法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学校法治教育沦为只求“形式”不讲“实质”法制知识教育，而且会导致

刑法法治教育的价值定位与育人效果产生隔阂，容易让学生产生法治教育仅是学校一门科目课程的错

觉，无法真正帮助青少年树立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随着新时代法治教育从“法制”到“法治”教育目标

的转向，“学校法治教育正逐渐从书本走向生活，从知识学习转向更符合时代人才培养的素养教育”。①

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在课堂上理论讲授为主，纯粹灌输法律知识的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主观能动性

的体现，刑法法治教育不能是教师的自言自语，而是要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教育活动。

一方面，将刑事司法案例融入法治教育课程。《大纲》明确提出了法治教育的方式和途径，即要综合

采用故事教学、情境模拟( 如法庭模拟) 、角色扮演、案例研讨、法治辩论、价值辨析等多种教学方法，必要

时，可根据学生认知特点，将真实法治案例引入课堂教学，注重学生法治思维能力的培养。其中，案例教

学是不同于传统灌输式教育的一种全新的开放、互动的教学方式。在案例导入开展法治教育课程教学

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前述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准确确定案例主题，结合案例主题编写诸如“罪刑法定原

则”“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契合实际的司法教学案例，用贴近学生生活经验的案例讲解刑法的概念、

原则及其蕴含的法律理念，引发学生的共鸣和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积极性，提升刑法案

例教学在法治教育课程中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运用情境教学增进课堂启发和学生思考。情境是一切认知活动的基础，“任何知识要具

有生命力，都必须作为一个过程存在于一定的生活场景、问题情境或思想语境之中”②。学校法治教育需

要通过情境增强抽象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制度的生动性，借助生活经验、传统文化、历史典故等素

材将刑法知识还原于具体生活情境，激发青少年在法治情境中的现实体验，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

究刑法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刑法对其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促进自身认知重构、行为改善，从而培

养学生树立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信仰。“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背后有情有义。要坚持以法

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义正词严讲清‘法理’，又要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

理’，让当事人胜败皆明、心服口服。”③在法治教育过程中，既要“寓情于法”，结合我国传统司法“以情断

案”的实践并取其精华，增强学生理解刑法的“合情理”意识，也要“以理表达”，通过学生能接受的语言

表达、情感态度和讲授策略，将“情理”融入问题思考型法治教育课堂，从而使学校法治教育具生活意义。

由此可见，学校刑法法治教育不仅仅是教育的规训，即教育青少年服从法律的命令，传达刑法的威

慑和禁止，教会学生刑法规定什么不能做，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而更应该通过诸如保护隐私、预防

学生欺凌、捍卫人格尊严、维护财产权益等情境式教学，教导青少年按照刑法的指引深切体会应该如何

做人、如何生活，并运用法律思维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权益，明白刑法能为他们做什

么，“感受到生活在法律天使的翅膀佑护之下所获得的安全与自由”，④，进而将法治精神和法治行为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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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心，提升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时效性。

( 三) 突出师生主体强化专业训练，在实践体验中增强刑事法治意识

加强学校法治教育的开展必须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出发，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加强青少年在

法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推进青少年刑法法治意识培养。

一方面，教师是法治教育的“促进者”。专业的教师队伍是实施开展法治教育的重要基础，也是法治

教育取得实效的根本保障，特别是由于刑法法治教育本身内容的专业性，与现实中中小学青少年法治教

育师资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密切相关。如何提升教师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教师自身的教研能力和水平，进

而适应学校刑法法治教育的适应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强化刑法法治教育内容的研习。要让

学生学习和理解刑法法治的教育内容，教师自身首先必须弄懂吃透刑法教学的内涵与实质，强化与《法

治教育( 试验本) 》有关教学内容的刑法知识点的学习深度和广度，不仅要能正确表述刑法概念、准确阐

述刑法规范、精确论述刑法精神，而且重点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青少年健

康成长和法治教育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系统掌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还要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

心理特质和接受能力，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科学系统地开展教学活动。二是开展“菜单式”法治教育专

题培训。定期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专题培训，对于提升学校师资的整体法治素质，无疑是必要且可

行的。但专题培训不能仅仅停留于一般意义的宣讲或者讲座，需要根据教师在法治教育教学中的薄弱

环节，开展有针对性的“菜单式”培训，即围绕学校教师关注的焦点问题有重点进行专题培训。例如，如

何有效预防学生欺凌事件发生? 如何有效处置学生伤害案件? 哪些行为属于侵害学生的不法行为? 教

师性侵学生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等。只有针对教师法治教育的教学需求进行专门培训，才能有效地预

防和减少校园内侵害或欺凌事件的发生。三是拓展和充实专业的师资队伍。由于刑法法治教育的专业

性，中小学教师一般较难通过短期培训迅速掌握刑法法治教育的核心教学内容，对此，学校在法治教育

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上，吸收高校教师、法官、检察官、律师、公安或者法律服务人才的加入，构建一支以

学校专职教师为主、校外兼职教师为辅的专业化师资队伍。尤其是要发挥法治副校长、法律顾问的重要

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各种安全宣传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宣传教育、禁毒防艾宣传教育等形式多

样的法制副校长进校园活动，为学校刑法法治教育提供高效的法律专业服务。

另一方面，学生是法治教育的“实践者”。学生不是天生就具备规矩意识或法治意识，而是通过法治

教育逐渐形成规矩意识、法治意识。学校法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培养学生

法治素养的形成，通过学校层面刑事法治教育的外部影响促进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内化，让青少年从小、

从内心认同刑法法治，形成守法意识，领悟刑法精神。学生既是学校法治教育的“受益者”，也是“参与

者”，既可以在校园内践行法治，也可以在校园外经历法治，推动校园青少年法治教育向校园外法治实践

延伸。前者如参与校园广播、板报策划、模拟法庭、课题调研等，树立正确的刑法法治观念; 后者如参加

案件旁听、司法访谈、社区治理等，强化自身法律素养和法律信仰。例如，中小学生参与学校“立法”活

动，“意味着普法教育与依法治校相结合，或者说，在依法治校的过程中和环境下进行普法教育，以依法

治校推动普法教育并检验普法教育的实效性”。① 又如，参与“6． 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通过设计制

作禁毒展板、涉毒品案件模拟法庭、发放禁毒宣传手册，以及“远离毒品，珍惜生命”宣誓等，调动学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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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育部 司法部 中央综治办等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让学生参与学

校建章立制过程和社会公共事务，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和法律运用能力。张冉:《践行法治: 美国中小学法治教育及对我

国的启示》，载《全球教育展望》2015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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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学刑法、用刑法法治教育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青少年自身拒绝毒品防控能力。司法实践

活动对于青少年法治精神的培育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到审理、裁判

和执行等各环节均是校园法治教育的现实素材，“通过司法对社会争议的维护，使学生以‘看得见’的正

义促进公民法治精神培养和法治行为的严惩”①。例如，中小学生可以实地到监狱、看守所、少管所等青

少年教育警示基地参访，通过基地“青少年”的现身说法促使学生身临其境，亲身感受到违法犯罪带来的

严重后果，反思侵害他人权利的危害以及刑罚的威慑作用，从而自觉遵纪守法，提升自身法治意识。

五、结语

青少年法治教育是历年普法活动的重点，青少年法治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以青少

年法治教育为核心，将刑法教育融入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全过程，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年级学生心理特点、

身心发展水平的不同，分年龄、分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

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进而整合明确的教学内容、科学的教学方法、专业的师资队伍以及丰富的实

践活动，更有助于提升学校整体法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青少年刑法法治教育在教会中小学生理解和

掌握刑法基本知识、基本原则和运作规则的同时，引导学生通过对刑法法治的理解和领悟树立自己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具有法治意识、法治理念和法律信仰的公民。

The Core Content，Value Dimension and Ｒealization Path of Youth Criminal
Law Legal Education

Zhu Yan

Abstract: Youth Legal Education needs the integration of criminal law education，and the integration of
criminal law education into leg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ef-
fectiveness of legal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egal education in schools． Carrying
out youth criminal law legal education not only educates juveniles to know the law and abide by the law，have
bottom line awareness，prevent and reduce juvenile crime，but also teach juveniles to find the law when they
encounter trouble，solve problems by law，learn to protect themselves，impro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apa-
bilities，and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Through youth criminal law legal education，we can en-
hance students’awareness and initiative in practic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increase students’awareness and
sense of identity with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promote students to transform
their awareness of the rule of law into their own daily learning and code of conduct in life． Whether there are
scientific criminal law courses，targeted teaching methods，and professional practical experience all relate to
and affect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he youth legal education，and also determine whether the value of legal edu-
cation in criminal law can truly be reflected．

Keywords: teenager; legal education; criminal law education;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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