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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律关系是根据教育法律规

范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了教育行政

机关、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教育者、
受教育者以及其他的公民和组织等，

其范围相当广泛。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

在教育法律关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他

们的权利和义务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和特点。对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

义务及其特点的准确把握，是贯彻实

施我国教育法律依法治教的关键。本

文将分别对教育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

权利义务及其特点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的权利义务

及其特点

依据《教育法》及其他教育法律，

我国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

的教育行政权主要有：制定教育方针、
政策权，包括国家教育的基本方针、教
育的总体目标及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目

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实施等；教

育管理权，包括教育人事管理权、教育

经费管理权、招生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权、学籍管理权等；教育指导权，包括

对学校工作的评估与指导、教材的审

定及教学计划的指导等。
教育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具有以

下特点：

1. 教育行政机关的权利具有行使

国家权力的性质。教育行政机关是教

育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教育行政

法律关系属于隶属型的法律关系，在

这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中，国家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具有行使国家权力

的性质。
2. 教育行政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是

对等的。教育行政机关享有的权利是

一种职权，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然

承担相应的义务。“没有无权利的义

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教育行政

机关的权利不能随便放弃，必须认真

履行，如我国《义务教育法》第九条授

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社会团体和

个人办学的权利，对各级人民政府来

说，这种权利从实质来讲是一种职权，

具有必须行使的特点，也就是说，举办

各种义务教育学校，为适龄儿童创造

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对地方各级政

府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是一种

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教育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具有

确定性。教育行政机关的职权是其职

务上的权利，其范围是由法律严格界

定的，教育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否则就是违法行

为，应负法律责任。
二、学校或其它教育机构的权利义

务及其特点

根据我国教育法律的有关规定，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依法享有的权利

包括：办学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学校

权、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权、招收学

生或其他受教育者权、管理使用本单

位的设施和经费权等；管理权，对受教

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处分

权、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并实施奖励

或处分权、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学业

证书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义务包

括：遵守法律法规；贯彻国家的教育方

针、执行国家教育标准，保证教育教学

质量；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

的合法权益；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

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

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

从事义务教育的学校不得开除接受义

务教育的受教育者；依法接受监督；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义务。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权利义务

具有以下特点：

1. 学校享有的权利带有职权性的

特点。学校是具体贯彻国家教育方针、
培养人才的单位。从权利的性质来看，

学校享有的权利带有职权性的特点，

也就是说，学校不能随便放弃这些权

利，如学校不能随便放弃实施教育教

学活动权。法律保护学校享有自主办

学的权利，同时，学校也负有认真组织

教育教学活动的义务，因为组织教育

教学活动是学校的基本职责。
2. 学校享有的“职权”具有一定的

自主性。学校的权利虽然带有职权性

的特点，但它与教育行政机关的职权

是不完全等同的。教育行政机关的职

权具有确定性，而学校享有的“职权”
则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教育教学是一

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学校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办学，使学校具有

鲜明的个性。
3. 学校承担的义务以积极作为的

义务为主。从义务的性质来看，学校的

义务多为积极作为的义务，它要求义

务人采取积极的行为即作为来履行自

己的义务。如执行国家教育标准以保

证教育教学质量、以适当方式为受教

育者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

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等义务

的履行，都要求学校要作出一定的积

极的行为。
三、教育者的权利义务及其特点

根据我国有关教育法律的规定，

教育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教育教

学权；科研学术活动权；指导学生学习

和评定学生权；工资福利权；民主管理

权；进修培训权。

试论我国教育法律关系中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特点
○陈珠琳

［摘要］ 教育法律关系是根据教育法律规范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教育法律关系中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

构成把教育法律关系的内容。对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特点的准确把握，是贯彻实施我国教育法律依法治教的

关键。本文对我国教育法律关系中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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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教育者应该履行的义务

主要包括：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

德；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

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

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等。
教育者的权利义务具有如下特点：

1. 教育者的权利具有岗位职权

性。教育者的教育教学权、科研学术活

动权、指导学生学习和评定学生权是

一种岗位职权，对教育者而言，它既是

工作的权利，也是岗位的职责。由于教

育者所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是一种创

造性的活动，因此，教育者的岗位职权

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2. 教育者的岗位职权具有绝对权

的性质。所谓绝对权是指：权利的实现

一方面要求权利人必须做出某种积极

的行为，另一方面还要求义务人承担

消极不作为的义务。教育者的教育教

学权、科研学术活动权、指导学生学习

和评定学生权等权利的实现，一方面

要求权利人，即教育者必须做出某种

积极的行为，事实上，教育者在教育教

学中处于一种主导的地位，教育者总

是通过自己主动的行为来促使教育活

动的完成。另一方面还要求义务人承

担消极不作为的义务，不对其教育教

学自由进行干预。
3. 教育者的工资福利权、民主管

理权、进修培训权具有相对权的性质。
所谓相对权是指：权利的实现需要义

务人积极行为的配合，否则单靠权利

人自己的积极行为和义务人的消极不

作为是不能实现的。如教育者的工资

福利权、进修培训权的实现，有赖于各

级政府、教育行政机关以及学校作出

一定积极的行为，即采取一定的措施，

才能成为现实的权利。
4. 教育者所承担的义务多为积极

作为的义务。从义务的性质来看，教育

者所承担的义务也多为积极作为的义

务，如执行学校教学计划、完成教育教

学工作任务等，都要求教育者作出积

极的行为。
四、受教育者的权利义务及其特点

根据《教育法》，受教育者享有的

权利包括：参加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

活动，使用教学设施、图书资料权；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
助学金权；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

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

应的学业证书、学历证书权；通过适当

形式参与所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

民主管理权；对学校、教师侵犯其合法

权益或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依法

提起诉讼或提出申诉权；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权利。
受教育者所应承担的义务包括：

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

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完

成规定的学习任务；遵守其所在学校

或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受教育者的权利与义务具有下列

特点：

1. 受教育者的权利多为相对权。
从权利的性质特点来看，受教育者的

权利也多为相对权，即其权利的实现

不仅需要自己的积极行为，同时还需

要义务人的积极行为的配合。
2. 受教育者的义务多为积极作为

的义务。它要求受教育者作出一定的

行为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如完成规定

的学习任务并遵守行为规范等。
五、其他公民和组织在教育法律关

系中的权利义务及其特点

其他公民和组织在教育法律关系

中的权利与义务概括起来主要有：公

民的基本教育权；公民和其他组织的

办学权；尊重教育工作与教师的义务

等。其特点如下：

1. 公民的基本教育权既具有强制

性，又具有任意性。我国宪法和教育法

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有两

种形式，一种是强制性实现的，也就是

说，受某些层次的教育，如义务教育，

不仅是每一个公民都依法享有的权

利，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在这里，公

民的受教育权不具有任意性，无论公

民的主观愿望如何，都必须接受，既不

可放弃，也不可转让。另一种是自主性

实现的，也就是说，某些层次的教育是

根据法律规定，由国家提供平等竞争

的机会，公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
在这里，教育权利首先表现为参与平

等竞争的权利，它意味着只有通过竞

争，才能最终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公民

一旦获得了这一受教育的权利，任何

人不得干扰、阻碍。而在此之前，受教

育权是一种潜在的权利，或者说只是

一种机会。
2. 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办学权具有

任意性。我国教育法律授予企事业组

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的权利。企业

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的权利不

同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享有的办学权

利，后者是一种必须行使的职权，而前

者则具有任意性。企事业组织、社会团

体和个人是否行使办学权，可由其自

行决定，而不是非履行不可，没有法律

义务。也就是说，他们根据自己的具体

情况，既可决定行使这项权利，举办学

校，也可放弃这项权利，不举办学校，

国家对其举办学校持鼓励态度，但并

无强制性。
3. 公民和其他组织在教育法律关

系中的义务以消极不作为的义务为

主。与学校、教育者、受教育者的义务

不同，公民和其他组织在教育法律关

系中承担的义务多数为消极的义务，

即要求义务人以消极的行为即不作为

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法

律责任。如《教育法》第七十二条规定

了任何公民和组织不得扰乱学校及其

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秩序或者破坏校

舍、场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占学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的校舍、场地及其他财

产，否则要依法承担行政、刑事或民事

法律责任。
对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

及其特点的准确把握，是贯彻实施我

国教育法律，依法治教的关键。诚然，

从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来看，对各类

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尤其是对学校、
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权利义务的相关

规定还不够具体，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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