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节市威宁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未
检团队负责人聂萍带来《熟人≠安全
区：用法律守护青春防线》一课，凭
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出色的课堂表
现，荣获一等奖。

比赛中，聂萍以“熟人是否一定
安全”为切入点，通过案例分析、数
据呈现和互动演练，层层递进地剖析
青少年成长中的高风险隐患。她讲解
法律条文的同时，也教孩子们如何识
别危险信号、保护自己，并鼓励他们
勇敢发声、不再沉默。

“每一次走进教室，我都能感受
到孩子们真诚的目光与信任，这让

我觉得，做这件事，值得。”刚刚领
完奖，聂萍在接受采访时略显激
动。她表示，法治教育不仅要“讲
得清”，更要“走得进”。“下一步，
我打算引入司法社工等社会力量，
推动法治课从知识传授走向心理支
持，让课程更加精准、更加有温
度。”

作为一名法治副校长，聂萍并
不满足于“讲清楚法律”这一件
事。近年来，她所在的威宁自治县
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将法治教育与
未成年人心理、审美、价值引导等
内容深度融合，推出了一系列富有

特色的创新举措。在众多形式新颖
的法治教育尝试中，“法治音乐课”
格外受到学生喜爱，检察干警们根
据真实办案经历和涉罪未成年人的
悔过自述，创作出《如果可以》《梦
醒》等一批原创法治歌曲，将严肃
的法律理念融入温柔的旋律，借助
音乐的力量，法律的种子悄然播撒
在孩子们的心田。

此次获奖，不仅是对聂萍多年坚
守法治教育一线的认可，更是一份期
许，鼓励她将法治的光与暖洒向更多
孩子的心田，让守法自觉在他们心中
悄然萌芽、向阳而生。

法治教育要“讲得清”，更要“走得进”
本报记者郝梦

毕节市威宁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聂萍：>>>

“仰阿莎姐姐”用双语架起法治桥梁
本报记者 徐颖

黔东南州剑河县人民检察院王福湘：>>>

“孩子们清澈眼神里对法律的无
知，比案件本身更刺痛人心。”在首
届全省法治副校长微课大赛折桂后，
王福湘道出心声。

她坦言，法律不仅是惩戒的工
具，更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坚实屏障。
通过普法教育，让更多孩子知法、懂
法、守法，并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学会
自我保护——这是检察官的职责，是
法治副校长的使命，亦是自己参加微
课比赛的初衷。长年办案经历中，那
些因法治意识淡薄和家庭监护缺失而

误入歧途的案例，始终如重石般压在
她心头。

面对剑河县苗族人口占比超六成
的现状，普法实效性成为关键课题。
2021年，剑河县检察院孕育出破局之
策——“仰阿莎姐姐苗汉双语法治宣
传队”应运而生。这支以苗族传说中
象征智慧与正义的女神命名的队伍，
用苗汉双语打破语言壁垒，将生硬法
条化作芦笙舞曲般的韵律，让法治教
育真正浸润苗乡土地。

三年深耕，法治种子在群山间悄

然抽芽。如今，“1+N+16”普法网络
已在黔东南州铺展：检察机关联动教
育、妇联等行政部门，将双语普法从
星星之火燃至全州的16个县。

从案件办理者到普法播种人，
“仰阿莎姐姐”法治宣传队用双语架
起法治桥梁，将晦涩法条化作苗乡山
涧的细流。如今，这支队伍正带着更
明晰的蓝图走向未来：在上级检察院
专项部署下，她们将深入最偏远的村
寨，用更扎实的行动，让法治阳光照
亮每一个苗乡孩子的成长之路。

“现在我们来闯第三关——梦想
守护关！”随着冯圆圆检察官指尖轻
点，大屏幕上“唰”地弹出“梦想与
法同行”几个大字，在首届全省法治
副校长的微课大赛上，这位法治副校
长巧妙地把枯燥的普法课变成了真人
闯关游戏。

冯圆圆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些大部头法典，拆
解成了三场沉浸式“冒险”。不像以前那
种干巴巴的普法讲座，她设计的“法治

三关”更像是一场游戏升级战：第一关，
学生们装备法律知识，通过趣味互动打
下坚实的法律基础；第二关，带领他们
识别潜在危险，以真实案例为鉴，敲响
警钟；而最后一关，则是直接助力梦想
扬帆起航。她的创意设计将法治教育化
繁为简，专业而富有激情的讲解与刺激
的闯关机制相结合，起到了1+1＞2的教
学效果，也赢得了现场观众和评委的一
致好评。

冯圆圆用游戏化的教学方式告诉

我们：当条文遇上青春，冰冷的文字
也能长出温度。同时她也表示会不断
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方式，寓教于乐、
趣味普法，让法治课有趣又有料、入
耳更入心。

“少年有梦，法不可违。如果说梦
想是火车，那法律就是铁轨。”冯圆圆
形象地比喻道，并对青少年们送上真
诚的祝福，“希望我们的广大青少年都
能在法律的铁轨上安全行驶，最终抵
达人生的星辰大海。”

让法治课有趣又有料，入耳更入心
本报记者 徐颖 实习生 张雨钒

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检察院冯圆圆：>>>

让家庭教育成为孩子法治教育的第一课堂
本报记者 郑青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李露：>>>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保
护综合审判庭的李露，凭借《以家育
心 以法正行——一堂面向家长的法
治课》斩获佳绩。

李露参与此次比赛，有着深刻的
初衷。自贵州高院及九家中级人民法
院成立未成年人保护综合审判庭，集
中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以来，她目睹
了众多未成年人因法律意识淡薄而遭
受伤害或误入歧途。李露希望通过普
法教育，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和被侵害问题。此外，身为法官，她也
想借比赛锻炼自己，提升法治教育的
专业能力。

在课程设计上，李露结合工作经
验，对涉未成年人案件进行深入分析。
她发现，涉案未成年人多存在家庭残
缺、留守等问题，于是将目光投向家长
群体。课程围绕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正
确开展性教育与死亡教育等内容展
开，旨在引导家长重视家庭教育，让孩
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接受正确的法治
观念。比如，在讲解性教育时，李露针
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给出了循序渐进
的教育建议，帮助家长解决实际难题。

对于校园法治建设，李露对社会
力量的参与充满期待。她希望公益组
织能组织志愿者走进校园，开展形式

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也鼓励学生参
与其中，通过同伴教育提高法律素养。
同时，法律服务机构可以协助学校建
立纠纷调解机制，帮助学生学会用法
律手段解决矛盾。

李露表示，希望未来能持续推动
家庭与社会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方面
形成合力。一方面，通过与家长的深度
沟通，让家庭成为孩子法治教育的第
一课堂；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营造全方位的法治教育环境。

最后，李露寄语全省中小学生，希
望他们能够知法、懂法、守法，在法治
蓝天下健康成长。

铜仁市公安局碧江分局民警张瑾
凭借示范微课《用文明之光照亮青春
之路 筑牢校园防欺凌的星辰之盾》
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张瑾的授课聚焦校园欺凌，通过
多个真实案例，从“辨伪、铸甲、破
局、互助”四个维度深入剖析如何识
别、应对和化解校园欺凌，语言鲜活
有力、结构清晰有序，现场反响热
烈，获得评委一致肯定。她表示，参
与此次比赛，既是一次学习先进经
验、汲取教学灵感的过程，也是一面

镜子，用于检视和打磨自身的教学表
达与内容设计。

“能获得一等奖，我非常开心，也
充满感慨。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
份激励，让我对法治教育的使命感更
为坚定。”张瑾说。作为校园法治副校
长，张瑾长期深入小学课堂开展法治
教育活动。她分享道：“面对小学生，讲
法律一定要贴近他们的生活场景，只
有讲他们听得懂、感兴趣的故事，他们
才会真正把法律装进心里。”为了增强
趣味性与记忆点，她常常将法治知识

与历史故事、经典人物相结合，让抽象
的法条在生动的情境中“活”起来，在
孩子们心中悄然扎根、生长。

“我更希望孩子们能在听课之后，
不仅记住了一个法律条文或处理方
法，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构建起自我稳
定的内核，让灵魂长出坚韧的根系，精
神世界更加丰富。”张瑾如是说。

未来，她将继续深耕法治副校长
岗位，讲好“以案释法”每一堂课，用责
任、专业与热忱，照亮孩子们成长的每
一步。

把法治讲“活”，让种子生根
本报记者郝梦

铜仁市公安局碧江分局张瑾：>>>

大方县人民法院的涂绿兰凭借
《血色青春 VS 法律之光》 荣获一等
奖。涂绿兰参与此次比赛，有着清
晰的目标：检验自身普法成效，探
索更契合 Z 世代青少年的普法模
式，让法治教育摆脱传统说教的束
缚。

在课程设计上，涂绿兰充分结合
工作实际，挑选未成年人犯罪、家庭
暴力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案例，将
这些案例精心改编成生动的故事，极
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听课兴趣。

此次参赛，涂绿兰收获颇丰。她
不仅拓宽了法治教育的视野，学到了
许多新颖的教学方法，提升了课程设
计和授课技巧，还在与同行交流中碰
撞出创新的火花，为今后的工作提供
了新思路。

为将竞赛经验常态化应用，涂绿
兰正在构建“三级法治课程体系”。
将比赛打磨出的精品课件纳入校本法
治课程，为学生筑牢法治根基；针对
职高、普高等不同学生群体的特点，
开发专项课程包，实现因材施教；在

辖区中学推广“法院开放日+模拟法
庭”实景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中
增强法治意识。

涂绿兰表示，未来会将在比赛中
学到的先进教学方法，带到学校和单
位，与同事们分享交流，推动法治副
校长普法工作迈向新高度。她还希望
通过基层普法宣传，让更多青少年知
法、守法、懂法。

最后，涂绿兰寄语青少年，愿他
们在法治的护航下，于青春道路上稳
健前行，一路坦途。

摆脱“说教”束缚，创新法治教育
本报记者 郑青

毕节市大方县人民法院涂绿兰：>>>

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女警龙彦
霖凭借《别让“慢脚文化”拖慢青春
的步伐》斩获一等奖。“慢脚文化”
原用于调侃某短视频平台，现指网络
平台上泛滥的低俗、夸张、怪异内
容。

龙彦霖选题时另辟蹊径，主要结
合基层派出所工作经验，从发现不良
短视频对未成年人产生负面影响的角
度，将授课目光锁定为“慢脚文
化”。在备课阶段，考虑到学生对这
一话题较为陌生，龙彦霖精心规划课
程，从概念阐释、表现形式剖析，到

危害解读，再到应对方法传授，条理
分明。课堂上，她巧妙运用互动提
问、动作跟做等方法，极大增强了学
生的代入感。

此次参赛，为龙彦霖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备赛过程中，她深入剖析案
例，系统学习法律知识，精准把握学
生心理特点，成功将警务经验融入教
学。这些有效做法，不仅助力她在比
赛中脱颖而出，也为后续法治教育工
作提供了宝贵思路。

龙彦霖认为，法治副校长不能
局限于课堂教学。未来，她计划发

挥公安调解专长，在校园建立“枫
桥式调解站”，及时化解学生间的矛
盾纠纷；同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推动学校党建与法治教育深
度融合，开展“红色法治”专题教
育。此外，龙彦霖还将积极协调法
院、司法局等部门，组织学生观摩
少年法庭，利用社区矫正对象警示
案例制作《青春警示录》，多方位拓
宽法治教育途径。

龙彦霖深情寄语青少年，希望大
家能抵制不良文化和视频，从自身做
起，大步迈向美好的未来。

向“慢脚文化”说不，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郑青

黔东南州凯里市公安局龙彦霖：>>>

黔西南州兴义市司法局的谢超凭
借《家长课堂“未”爱护航》斩获一
等奖。此次参赛，谢超旨在借助省级
竞赛平台，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
教，提升自身工作能力，更好地履行
法治副校长职责。

备赛期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数依然较为突
出，谢超敏锐意识到开展针对性教育
的紧迫性。他将目光锁定初中生家长
群体，围绕未成年人家庭保护设计课
程。课上，通过剖析真实案例，讲解
青春期生理卫生知识，引导家长正确
看待性话题，承担起家庭保护责任。

这次比赛，谢超收获颇丰。与众
多优秀选手交流竞技，他认识到自身
在课件制作和课堂互动方面有进一步
提升的空间。同时，也学到了不少新
颖的教育方法，为今后提升授课质量
积累了宝贵经验。

对于辖区校园法治教育工作，谢
超有着清晰的规划。他计划进一步加
强与学校的沟通合作，通过“一周一
沟通、一月一走访、一季度宣讲”及
时了解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根据实
际调整授课内容。当前，工作重点聚
焦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校园霸
凌以及盗窃等违法行为的防范。

除了授课，谢超认为法治副校长
还应充当校园安全的守护者。日常工
作中，要主动与学生沟通，倾听他们
的心声，排查校园安全隐患。比如，
得知学生食用学校周边小卖部零食身
体不适后，他积极向市场监督管理局
反馈，协助开展食品安全检查，保障
学生饮食安全。

谢超表示，未来将以此次比赛为
契机，持续提升讲课技巧，优化教学
内容。凭借工作经验和对青少年法治
教育的热忱，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撑
起一把坚固的法治保护伞，助力他们
在法治阳光下茁壮成长。

倾听学生心声，当好校园安全守护者
本报记者 郑青

黔西南州兴义市司法局谢超：>>>

以案说法 以赛促教
首届全省中小学法治副校长“以案释法”比赛成功举办

文/本报记者 罗欢 刘小钰 图/本报记者 邱凌峰 李秀锦 何雨家

2025年3月2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刘钰银 视觉编辑/姚培 周亚莉 校检/朱云霞 关注 03

3月26日，为期两天的首届全省中
小学法治副校长“以案释法”法治教育
示范微课比赛在国家检察官学院贵州
分院正式落下帷幕。比赛现场，气氛热
烈，来自全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
行政系统的37名选手齐聚一堂，聚焦
电信诈骗、校园欺凌、人身安全等涉及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呈现了
一场场精彩的法治教育示范微课课堂。

经过激烈角逐，黔东南州剑河县人
民检察院王福湘、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李露、毕节市威宁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聂
萍、铜仁市公安局碧江分局张瑾、毕节
市大方县人民法院涂绿兰、黔东南州凯
里市公安局龙彦霖、黔西南州兴义市司
法局谢超、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检察院冯
圆圆获得一等奖。

首届全省中小学法治副校长“以案
释法”法治教育示范微课比赛，是由省
教育厅、省委政法委、省委依法治省办、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
安厅、省司法厅等七部门在贵阳联合举
办。旨在贯彻落实《中小学法治副校长
聘任与管理办法》《贵州省学校法治副
校长管理办法》和《贵州省关于强化法
治副校长作用发挥的若干措施》等文件
精神，有力有效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不仅为教育系统法治宣传教育注入
了新的活力，推动法治副校长履职能力
建设持续提升，也为推动全民普法工作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看过大热电
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但在看电影时，
也要警惕骗局。”

“同学们，你们知道仰阿莎女神吗？
今天我们就跟随女神的脚步来了解一
些法律知识吧！”

……
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通过生动的

语言和丰富的案例，将原本枯燥的法律

知识变得妙趣横生。
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无论是经验

丰富的老民警，还是青春激扬的年轻干
警，他们精心筹备，在教学内容、教学效

果以及教学技术和艺术等方面下足了
功夫。选手们全程脱稿授课，借助
PPT、视频、音乐、道具等多种素材，用深
入浅出的方式将一个个晦涩难懂的法
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他们的课程内容
丰富多样，既有对法律法规的详细解
读，也有结合实际案例的深入剖析，更
有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深情寄语。在
比赛中，37名选手都展示出扎实的法律
功底和出色的教学能力。

首届全省中小学法治副校长“以
案释法”法治教育示范微课比赛邀请
了新闻传播学、法学方面的专家，以
及中小学从事道德法治课的一线教师
组成评审组。“在选手的讲课中，我们
充分地感受到了他们在内容的准备上
面深入详实，在数据的提取上面精准
有力，在授课的对象上全面覆盖，可
见‘护苗行动’是真正的落到了实
处，法治副校长的这个管理也融入到

了学校的管理当中。”现场评审组组
长、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院长钟华
说。

在闭幕式上，省教育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杨天仪表示，未来贵州将
继续探索更多形式，推动法治教育走
进中小学校园，推进“护苗行动”走
深走实。“这次比赛是对法治副校长工
作的一个全新尝试和探索，希望各位
法治副校长发挥好带头作用，用好用
足这次比赛的成果，多宣传这次比赛
的成果和做法，让更多的法治副校长
参与进来，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撑起
一片蓝天。”下一步，各主办单位将共
同把全省中小学法治副校长“以案释
法”法治教育示范微课这个活动的主
题、内容、形式办得更加丰富，为广
大法治副校长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展
示平台，为全省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
长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一等奖选手代表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