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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故事为载体的普法路径探索——以西安培

华学院明法一夏法治故事工作室为例 
张辉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法治故事的传播成为提升公民法治素养的重要抓手。西安培华学院明法一夏法治故事工

作室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探索出一条以青年实践为核心的法治故事传播路径。通过校地联动、新媒体融合与精准化服务，工

作室在西安市与汉中市十余个社区开展普法活动，覆盖超 5000 人次。本文以该工作室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系统分析其从需求调研

到创新实践的完整链条，提炼出“青年主导、文化融合、长效协同”的实践模式，为高校法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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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传

播法治故事成为重要任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的重要任务。法学生作为未来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在其中扮

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目前在法治故事的传播方面我们存在着

一些问题，如在内容上，部分法治故事生硬刻板，缺乏生动性

与感染力，难以激发大众兴趣并引发共鸣，传播效果欠佳；渠

道方面，过度依赖传统媒体，无法充分覆盖不同受众群体，导

致法治故事影响力受限。而基层地区，由于信息获取途径有限、

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群众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更是不足，法治意

识较为淡薄。本文主要提供明法一夏法治故事工作室在西安市

与汉中市十余个社区开展的普法实践从而探索法科学生讲好中

国法治故事有效路径。 

一、从政策驱动与基层需求调研发现法治故事传播需要跳

脱内容僵化与渠道单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

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讲好中国法治

故事，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国际影响力”。这一

政策不仅为法治故事传播提供了顶层设计，更强调青年学生在

法治实践中的主体作用。 

国内学者研究指出，法治传播效果受制于两大瓶颈，一是

内容僵化:传统普法材料多依赖法条解读，缺乏叙事性与情感共

鸣(董文杰等，2017)，导致受众参与度低;二是渠道单一:过度依

赖讲座、宣传册等单向传播形式，难以覆盖青年群体与基层群

众(黄胜民等，2018)。对此，国内学者提出“参与式传播”理论，

主张通过互动实践，如情景剧、新媒体短视频等，增强受众代

入感(王亚奇等，2019)。此外，高校与社区联动模式被视为破解

基层普法困境的有效路径(李玉龙，2018)，但具体实践中的青年

主体性作用尚未充分挖掘。 

与此同时，基层社区的法治教育却面临严峻挑战。以西安

市与汉中市为例，工作室通过发放 1220 份问卷和对 15 个社区

干部深度访谈发现，社区居民对法治故事的需求呈现显著差异：

青少年群体偏好趣味性强、互动性高的形式，如法治主题短视

频和情景剧；老年人则更关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如财产继承、邻里纠纷等。例如，在汉中市镇巴县某社区，一

位老年居民在访谈中提到：“我们需要的不是复杂的法律条文，

而是遇到问题时能直接用的办法。”这一反馈促使团队将普法

内容从理论宣讲转向案例解析。工作室调研数据显示，超过 70%

的社区居民对基础法律知识了解不足，尤其是老年人群体和青

少年群体存在显著的法治意识断层。老年人更依赖传统的法律

讲座和宣传手册，而青少年则倾向于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等

新媒体获取信息。这种渠道与需求的错位，导致基层法治传播

效果受限。 

二、法治故事传播的创新实践使得普法传播数据印证与社

会价值双重提升 

法治故事传播的创新实践有力推动了普法传播在数据印证

与社会价值方面的双重提升。工作室构建新媒体矩阵，制作系

列情景剧视频，如 “防诈小剧场”“民法典故事汇” 等，播

放量与点赞率成绩斐然，模拟电信诈骗的视频更是广泛转发，

提升居民防范意识；在线下将红色文化与法治教育融合，增强

感染力，吸引青少年参与。通过探索 “三融合” 特色路径，

实现校地资源融合设立 “大学生社会实践法治驿站”，法治故

事融合改编方言小品，代际传播融合开展 “小手拉大手” 活

动，构建基层法治生态，让青少年成为法治传播 “种子力量”。

实践成果可视化，居民法治意识提升，纠纷率下降，社区法治

生态优化，设立法治故事墙、举办多样活动，使社区法治氛围

日益浓厚 。 

（一）新媒体矩阵与红色文化融合情景剧，法治故事传播

度成效显著 

基于调研结果，工作室构建了多元化的传播矩阵。在新媒

体领域，团队制作了“防诈小剧场”“民法典故事汇”等系列

情景剧视频，累计播放量超 5000 次，点赞率超过 46%。其中，

一条模拟电信诈骗场景的情景剧视频因贴近生活实际，被多个

社区微信群转发，有效提升了居民的防范意识。在线下活动中，

团队创新性地将红色文化与法治教育结合。例如，在汉中市杨

家河镇社区，青少年通过参观红色革命遗址，了解革命时期土

地法规的制定背景，从而在历史情境中感悟法治精神。这种“红

色+法治”的融合模式，不仅增强了内容的感染力，还吸引了更

多青少年主动参与。 

（二）“三融合”路径创新，校地协作与代际传播构建基层

法治生态 

为避免普法活动流于形式，工作室探索出“三融合”特色

路径。一是校地资源融合，联合属地共青团组织、司法局、社



                                                                              时代教育前沿 

 286 

区居委会和高校设立“大学生社会实践法治驿站”，为居民提

供常态化法律咨询；二是法治故事融合，将《民法典》案例改

编成方言小品，结合当地具体案例，将群众身边的事情用接地

气的语言传递法律知识；三是代际传播融合，通过“小手拉大

手”活动，由工作室大学生鼓励青少年将学到的法律知识带回

家，形成家庭共学的良性循环。青少年群体成为法治传播的“种

子力量”。90%的青少年将法律知识带回家，形成“家庭学法

圈”。西安市某社区的一名中学生参加普法活动后，主动向父

母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带动全家参与法律知识竞赛，最

终获得社区“法治家庭”称号。 

（三）纠纷率下降与社区法治故事双向提升让实践成果可

视化 

工作室的实践成果在多个维度得到体现。首先，居民法治

意识显著提升。调研数据显示，参与普法活动的社区居民中，

77%表示“遇到纠纷会优先寻求法律帮助”，汉中市镇巴县某

社区法律咨询量从年 40 余人次增至 300 余人次，该社区王大爷

表示：曾经因土地流转问题与邻居频发纠纷，普法活动后咨询

了大学生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工作室回访调研发现该类矛盾发生率下降 35%。其次，社区法

治生态持续优化。工作室协助社区设立法治故事墙 12 处，举办

法律知识竞赛、法治文艺演出等活动 28 场，居民参与率超过

80%。一位社区干部反馈：“以前居民吵架靠‘骂街’，现在

大家会先翻《民法典》。” 

三、法治故事传播创新实践的经验转化与推广建议 

法治故事传播创新实践的经验转化与推广可从三方面着

手。创作与传播上，以受众需求为导向，高校大学生普法团队

深入调研，将法律知识与生活案例融合，运用情感和叙事技巧

提升故事吸引力，同时整合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打造多元化传

播矩阵，开展直播普法、线上问答及开设法治专栏等活动。基

地建设与普法路径上，利用校地协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实践

基地，制定科学活动计划与评估机制，确保普法活动持续有效

开展；针对不同地域居民特征，挖掘本地文化特色，将法治故

事与地方传统文化结合，增强普法亲和力。激励机制上，建立

健全普法激励机制，设立荣誉称号表彰积极参与者，鼓励居民

分享法律知识，营造浓厚法治氛围，提升法治传播参与度，进

而增强社会治理效能，为法治社会建设助力。 

（一）以受众需求为导向进行法治故事创作与全媒体融合 

在法治故事传播的实践探索中，高校大学生普法团队与实

践地各方的协同合作是推动法治故事深入人心、提升全民法治

素养的关键路径。大学生团队应以内容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

过深入调研受众需求，将抽象的法律知识与鲜活的生活案例紧

密结合，巧妙融入情感与叙事技巧，从而赋予法治故事更强的

吸引力与感染力。在传播渠道上，团队需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的便捷性与互动性，开展直播普法、线上知识问答等活动，同

时借助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与深度性，开设法治专栏，打造多元

化的传播矩阵，实现法治故事的广泛传播与精准触达。 

（二）利用校地协同机制赋能实践基地长效化建设与地域

特色普法路径 

高校大学生普法团队与实践地各方需建立长期稳定的实践

基地，制定详细且科学的活动计划与评估机制，定期开展普法

活动，确保活动的持续性与有效性，避免普法工作的碎片化与

短期化，形成普法工作的强大合力。同时，精准定位当地居民

的法律需求，依据年龄、文化、职业等特征，针对农村和城市

社区的不同情况，深入挖掘本地文化特色，将法治故事与地方

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以文化的力量增强普法的亲和力与认同感，

使法治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三）用法治传播参与度激励社会治理效能增强 

建立健全普法激励机制，设立荣誉称号表彰积极参与者，

鼓励居民分享法律知识，形成良好的法治传播生态，营造浓厚

的法治氛围。通过高校大学生团队与实践地各方的共同努力，

实现法治故事传播的创新与突破，为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推动

法治社会建设贡献积极力量。 

结论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高校大学生普法团队与实践地

各方的协同合作为法治故事传播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人民群

众法律需求，将法律知识与生活案例结合，融入情感与叙事技

巧，增强法治故事的吸引力；同时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

补优势，构建多元传播矩阵。实践地各方需加强协作，整合资

源，设立普法工作小组，统筹政府、司法部门、社区等力量，

精准定位居民需求，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增强普法的亲和力和

认同感。通过高校与实践地的协同努力，让青春在讲好中国法

治故事、传播好中国法治声音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炫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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