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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养

◆赵　琼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苏 苏州２１５１３１)

【摘要】进入２１世纪后,短视频平台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时期,大学生迅速成为各短视频平台的拥趸者.透过繁杂的短

视频可以看出,法治意识淡薄、法律知识和用法能力的缺失造成大学生网络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只有不断强化

大学生自身法治意识、重置培育理念、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培养具有良好法治素质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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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一项针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的“短视频时代，大学生

的法治素养的现状”的问卷调查显示，在短视频时代，大学

生群体法治素养存在着一些问题。 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和

高校应特别注重大学生群体法治素养的培养。

一、大学生法治素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所谓法治素养是指人们通过学习法律知识、理解法律本

质、运用法治思维、依法维护权利与依法履行义务的品质和

能力，对于保证人们尊崇法治、遵守法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短视频时代，大学生群体作为抖音类短视频的主要参与者，

一方面成为短视频风靡全国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短

视频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

方式。

为了了解短视频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现状，笔者在苏

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了相关问卷调查，涉及的学生

是五年制专科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问卷采用微信的问卷星

形式发放，共获取有效调查结果５３４份。 其中，一年级学

生占４０％，二年级学生占２０％，三年级学生占２５％，四年

级学生占１５％；女生占９３％，男生占７％。 基于此次调查

对象是 五 年 制 学 生，未 成 年 学 生 占 ８３％， 成 年 学 生 占

１７％，调查数据和一些本科院校的调查数据有较大的区别。

调查数据显示，短视频对未成年大学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对成

年大学生的影响。 脱离严格管理的初中学习和家庭生活，

进入到管理较宽松主要靠自我管理的高校，许多学生真正成

了“网络原住民”。 调查中发现，学生上网的主要时间是用

于浏览各种短视频。 被调查的学生中，拥有平台账号达

１００％，６８％的同学拥有多个平台账号，每天刷短视频的时

间最长可达１０小时，最短的也有３小时。 ９５％的同学曾经

上传过短视频，有７８％学生在拍摄上传短视频时没有考虑

到法律问题。 调查表明，虽然大学生整体的违法犯罪率较

低，但是短视频暴露的深层次的法治素养的缺失问题不容忽

视，足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一)视频拍摄上传未经他人允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

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 公民的人格权是不容侵

犯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打开一些知名的视频平

台时，会看到一些侵害个人人格权的短视频，其中主要涉及

侵犯公民肖像权及隐私权。 根据调查，相比于其他社会人

群，大学生(占７９％)更乐于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生活，但他

们在拍摄上传短视频时，明确知道短视频会涉嫌侵权的仅占

１２％，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却占６８％。 大学生拍摄的短视频

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拍为主(占５３％)，此情况一般不

会涉及侵权；另一种是在日常的学习和娱乐中，对发生在身

边的事情进行偷拍(占４７％)，在被拍摄对象不知情的情况

下，这种偷拍行为就可能涉嫌侵犯被偷拍者的肖像权、隐私

权甚至是名誉权等人格权。 如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在幼

儿园实习期间，为了完成作业，拍摄的一些幼儿活动的短视

频，如果这些短视频仅是为了学习和上交作业，一般不会涉

及侵犯幼儿的肖像权和隐私权。 但是大学生若在幼儿监护

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视频上传到平台，便涉嫌侵犯了幼儿的

肖像权甚至隐私权，即使是出于非盈利的目的，也会涉嫌侵

犯未成年人的肖像权。

(二)视频剪辑使用素材过于随意

所谓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

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主要包含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

大学生拍摄上传短视频时，一般会对短视频进行编辑，在短

视频的编辑中，习惯于随意加入一些图片、音乐和其他人的

视频片段等，这种行为不经意间就会涉嫌侵犯原图片拍摄

者、音乐作者和原视频拍摄者的知识产权。 另外，有些大

学生在分享影视资源时，为了追求点击率，专门对一些热门

的电影、电视剧进行二次加工，做成多个短视频并上传到各

个平台，这就侵犯了原影视作品的知识产权。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原创者享有

著作人身权及著作财产权的权益，包括保护作品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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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作品不受他人歪曲与恶意篡改。 任何对原创内容进行截

取、拆分等编辑行为，都属于侵权行为，原创者都可追究其

法律责任。

(三)视频内容不辨真假进行点赞、转发

当下，短视频平台的视频有时真假难辨，正确错误难

分，对此，未成年的大学生更是难以分辨。 调查数据表

明，９０％的一年级学生，８２％的二年级学生，７７％的三年级

学生，７４％的四年级学生认为短视频基本都是真实的、正确

的，只要是出现在平台上的视频都是可以任意转发的。 这

说明，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思考

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的网络辨别能力在提高。 另一方

面，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那些所谓“正确的”“揭示真

相”的视频随意点赞转发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助长网络

谣言的传播，甚至形成网络暴力。

二、大学生法治素养存在问题的原因

短视频时代，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展示了大学生法治素养

的某些不足。 具体分析，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法律知识匮乏

大学生的法律教育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然而在

高校的课程体系中，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而言，涉及法律

教育内容的，只有《思想道德与法治》这一门课程，即便是

在这门课程中，涉及法律部分也仅占教材内容的六分之一，

约占到９个课时。 若想通过９个课时让学生对我国的法治

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调查发现，在五年制学生中，除了对法律特别感兴趣的大学

生(占１５％)，其他大学生(占８５％)即使认识到学习法律知

识对大学生的成才和成人很重要，也缺乏主动地学习法律知

识的兴趣，更缺少课堂外学习法律知识的途径，这就导致一

些大学生的法律知识匮乏，法律理论不足。 调查发现，无

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生活中，很多同学总认为“法”

离自己很遥远。 因此，当他们在短视频平台去围观一些社

会事件时，很容易被群体性情绪所裹挟，缺失从法律角度进

行冷静的思考，进而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

(二)法治意识淡薄

假如大学生短视频侵权的原因仅仅是法律知识的匮乏，

那么就很难解释知法犯法的存在。 实际上要把外在的法律

知识变成自觉的法律行为，是需要一个知、情、意、行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知识和观念借助于情绪情感形成稳

定的意识，最终外化为法律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意

识的形成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只有内心真正具备了法治意

识，大学生才会自觉地做出法律的行为。 所以，大学生短

视频侵权现象更深层的原因是学生的法治意识淡薄。 调查

的相关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明确知道(占１２％)短视频涉

嫌侵权，或者模糊知道(占２０％)短视频涉嫌侵权的学生，也

会为了一些原因，将短视频上传到平台。 因此，要特别关

注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 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是需要

学生内在的主动学习和外在的专业引领。 可是就现实来

看，无论是学生自己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还是参与法律社

会实践的兴趣都比较缺乏，而外在的专业引领也由于缺乏足

够的法律教师队伍和合适的制度形式作支撑而难以真正发挥

作用。

(三)法律运用能力不强

短视频平台的乱象，导致大学生的网络法治环境不尽如

人意，这就对大学生的法律知识运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但在现实中，由于存在着各种原因，普通高校非法律

专业的法治教育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离，过于注重法治理论

教育，大学生不仅缺乏法治实践的机会，而且更缺乏参与法

治实践的兴趣，不愿意参与法治实践。 法律知识运用能力

的培养是需要一次次参与法治实践才能达成的，缺乏法治实

践导致大学生法律知识运用能力较差，这使得无论在现实生

活中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当他们被侵权时不知道如何去维

权；或者自己涉嫌对他人侵权时，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及时地进行沟通，适时做出赔偿，可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

恶化。

三、提高大学生法治素养的策略

基于当下我国大学生法治素养培养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加强大学生的法治素养教育成为高校法治教育的当务之急。

只有不断加强大学生自身法治意识的培养，进一步完善大学

生法治教育的内容，切实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真正提

高大学生的法治素养。

(一)提升学习自觉，强化自身法治意识

当代大学生只有主动学习法律知识，自觉地规范言行，

尊重法律，才能进一步强化自身法治意识，从而避免出现知

法犯法和其他违法犯罪的行为。 首先，大学生要加强基本

法律知识的学习。 法律知识的学习是培养法治素养的基础

和前提，一个对法律知识一无所知的人，不可能具备法治素

养，大学生不仅可以通过课堂的理论学习，还可以借助平台

上短视频来学习法律。 如通过《今日说法》等普法节目进

行学习，与此同时，对法律感兴趣的同学还可以通过收看专

门的法律系列讲座来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水平。 其次，遵

从法律是公民法定的义务和必备的素质。 大学生不仅要理

解法律的理论，而且要参与法律实践，特别要提倡大学生去

现场旁听法庭开庭，通过一个个的具体法律判例去感受法律

的尊严，深刻领悟法律不是“橡皮泥”“稻草人”，法律底线

是不可逾越和触碰的，否则必遭法律的追究和惩罚。

(二)重置培育理念，拓展法治教育的内容

高校是大学生法治素养培养的主体和主阵地，因此，必

须摒弃应试教育思维，消除急功近利心态，重置法治素养教



观察思考

２０２２．１９　楚天法治　 １８９　　

育理念，突出大学生主体地位，不断拓展法治教育的内容和

方法，全面提升法治素养。 首先，要进一步拓展《思想道

德和法治》这门课程内容，因为教材中涉及法治教育的内容

仅占到六分之一，这就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对教学内容进行有

效的重构，在内容拓展的基础上，采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进行教学。 如使用短视频，或者要求学生拍摄短视频作

为作业，这样可以充分激发学生对法律学习的兴趣，提高课

堂的教学效果。 其次，要开设法律方面的选修课，如和同

学们生活学习息息相关的《民法典》《刑法》等，以弥补大

学生法律知识的短板，让大学生对法律有一个较为完善的知

识储备。 再次，可以通过学校的公众号选择一些优秀的普

法短视频推送给大学生。 最后，学校还可以建设普法网

站，让大学生获取法律知识。 专业的普法网站具有较强的

时效性，大学生可以通过普法网站了解热点案件的来龙去脉

以及最新的法律进展，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大学生轻信网络

谣言，甚至在网上传谣等违法事件的发生。

(三)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升法律知识运用能力

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和网络监管的滞后使短视频平台

的乱象频出，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治理网络短视频发

展乱象，还需要搭建平台运营者、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

费者、广告商等经营者、权益相关者等联合规制矩阵，形成

多元主体治理格局。 首先，有关部门要加大网络立法力

度，构筑短视频的法律红线。《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上百部法律

法规相继出台，对网络监管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提供了

法律依据，这就要求监管部门针对短视频“不好管、管不

好、管不到位”的情况，强化监管责任，创新治理模式，在

常规的约谈、下架、行政处罚之外，还需运用大数据等多种

手段，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其次，高校也应该引导大

学生明辨是非，不断提高甄别能力，对短视频中的不法行为

积极举报，让违法行为无所遁形；另外，要明确各短视频平

台主体责任。 短视频平台不能为了经济利益弱化自我监

管，触碰法律底线，任由甚至纵容平台踩红线的内容出现，

而应在法律的许可下完善实名认证、短视频内容审核和举报

投诉等一系列制度，要持续加大对违法视频的审核力度，及

时将违法侵权的视频下架，对于在网络中有不良影响的短视

频和账号进行封杀。 这样既给大学生拍摄上传短视频提供

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利于大学生不断增强法律知识的综合

运用能力，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传播，为大学生法治素养提

升提供坚实保障。

总之，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养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

作。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给高校思想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 高校要运用好短视频平台这一新兴培养阵地，

充分发挥短视频的作用，促使学生加深对法律实效性的认

识，积极开辟大学生法治素养培养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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