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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违反教育法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有三类,即行政法

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 � 一、违反教育法的行政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于违反

行政法律规范而承担的法律后果。由于教育法就其

基本性质而言属于行政法, 因此, 行政法律责任就成

为最主要的一种教育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第九章专讲教育法律责任, 对其中所规定的各

种法律责任出现频度的统计表明,行政法律责任共出

现不下 20次, 民事法律责任出现 2 次, 刑事法律责任

出现 4次, 这也从一个角度有力地表明, 行政法律责

任是教育法律责任的主要类型。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的具体方式主要是行政处分、行政处罚和行政赔偿。

行政处分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对其所属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的一种制裁。

行政处分是一种内部责任形式,是行政主体对其系统

内部的工作人员实施的一种惩戒。行政处分共有六

种形式,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

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

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给予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尚不

够刑事处罚的个人、组织的一种制裁。1996 年 3月全

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是我国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行为的最主要的
法律依据。

从理论上看,行政处罚可分为四类: ( 1)申诫罚。

属最轻微的处罚,表现形式有警告、通报等。( 2)财产

罚。主要有罚款、没收等形式。( 3)行为罚。是限制

或剥夺违法者特定行为能力的一种制裁,主要有停止

营业、扣留或吊销许可证。( 4)人身罚。是限制或剥

夺违法者人身自由的处罚, 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

罚,人身罚主要有行政拘留(最高期限为 15 天)和劳

动教养(期限为 1~ 3 年)。这四类处罚可单独适用,

也可并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8条规定,行政

处罚的种类有: ( 1)警告; ( 2)罚款; ( 3)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 ( 4)责令停产停业; ( 5)暂扣或者吊销

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 6)行政拘留; ( 7)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1998年 3 月 6日原国家教委颁发的�教育行政处
罚暂行实施办法�规定, 教育行政处罚包括十类: 警

告;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违法颁发、印制的学历

证书、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 撤销违法举办的学

校和其他教育机构; 取消颁发学历、学位和其他学业

证书的资格; 撤销教师资格; 停考, 停止申请认定资

格;责令停止招生; 吊销办学许可证; 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教育行政处罚。

� � 是不是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具有作出申诫罚、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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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行为罚、人身罚的权力呢? 教育行政机关是否有

行政拘留权呢?

某县城社会秩序较乱,经常有一些社会闲杂人员

到该县城的一些学校寻衅滋事,干扰学校正常的教育

教学秩序, 学校管理人员、师生和学生家长对此怨声

载道。为维护学校的权益,县教委成立了一支� 护教
队� , 护教队的任务是通过蹲点巡逻等方式保护学校
不受侵扰, 县教委指示护教队,对侵扰学校的不法之

徒可予以拘禁关押。护教队成立不几日,便在某中学

遭遇到几个社会青年在学校无端闹事,护教队成员一

拥而上将他们制服,然后将其关押在县教委机关的一

间空房内,关押时间长达两天。此举之后, 果然该县

城学校里的秩序较前大有好转,一些社会闲杂人员再

也不敢到学校闹事。在该案例中,作为行政机关的县

教委将几名侵扰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社会青年予以

拘禁关押,其实质是对这几名社会青年予以剥夺人身

自由的行政处罚。

那么,教育行政机关有行政拘留的处罚权吗? 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15 条规定: 行

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

围内实施;第 16 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

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

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也就是说,在众多

种类的行政机关中,只有公安机关具有限制人身自由

的行政处罚权,教育行政机关无此权力。因此, 在该

案例中,教育行政机关的拘禁社会青年的行为属于越

权的违法行为。

学校有无行政处罚权呢?

现在,许多学校盛行� 以罚治校� , 如某校制定的
规章制度中有这样的规定: 学生迟到每次罚款 1 元,

旷课一次罚款 2 元, 不上课间操一次罚款 1 元, 不交

作业一次罚款 1 元, 打架骂人罚款 5 元, 吸烟罚款 10

元,损坏桌椅罚款 10 � 150 元, 损坏玻璃罚款 5� 20

元,损坏门窗罚款 50 � 100 元, 迟还图书罚款 5 元, 乱

放自行车罚款 1 元。教师迟到一次罚款 10 元, 教师

旷班罚款 20元。这些规定合法吗? 这些规定无一例

外都是违法的,罚款属于行政处罚, 是一种外部行政

行为, 而学校却没有法律的授权, 无外部行政行为能

力。行政处罚中的罚款是由特定国家机关依法对违

法者所实施的财产罚,一般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均无权

自行设罚和自行罚款。该校所设定的罚款属于�乱罚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3 条规定, 没

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 行政处罚无效。

学校对师生进行罚款无法定依据, 因此该种罚款无

效。行政处罚法第 55 条还规定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

处罚没有法定依据,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教育行政机关具有行政处罚权(但无行政拘留

权) , 而学校则不具有行政处罚权。

行政赔偿是国家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违法

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

1994年 5 月 12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赔偿法�对行政赔偿问题作出了较详尽的规定。建立
行政赔偿制度的意义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行政主体或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

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性,行政相

对方的合法权益很易受到侵害。建立行政赔偿制度

可以减少和防止侵权现象的发生,促使行政主体依法

行政,减少和避免行政职权的滥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所在行政机关为

赔偿义务机关,由其支付赔偿费用。法律、法规授权

的组织在行使被授予的行政职权时, 侵犯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该法律、法规授权

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与行政赔偿制度密切相联的是行政追偿制度。

追偿也称为求偿,是指行政主体向行政相对方支付赔

偿费用或履行赔偿义务后,依法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追偿是

国家基于行政主体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特别权力关系

而对工作人员实施的一种制裁形式。这种制度可以

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使其尽职尽责, 依法行政。

学生违反了教育法,也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学

生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纪律处分和

行政处罚。

我国对学生的处分方式有 6 种, 即警告、严重警

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行政拘留、

劳动教养等属于行政处罚, 不属于学校处分的范围。

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这 6 种处分方式皆适用,

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一般只适用于前四种, 即警

告、严重警告、记过和留校察看。

在行政处罚方面对学生有什么规定呢?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 1996 年 3 月 17 日通过)第 25

条规定,不满 14 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不予行政处

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 ;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

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 � 二、违反教育法的民事法律责任

违反教育法,有时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72 条第 2 款规定: � 侵占学校
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校舍、场地及其他财产的, 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第 81 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侵犯教

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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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损失、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相比, 民事责任有其自身

特点:其一, 民事责任以财产责任为主。其二,民事责

任是加害人向受害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加害人

在民事活动中使受害人受到侵害,便破坏了民事法律

关系的平等性,而要求加害人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

则可以恢复和弥补被破坏了的平等关系。其三,民事

责任以等价、补偿性质为主。民事责任的范围应与被

害人被损害的形式和大小相适应。加害人致他人财

产损害,就因之承担财产责任, 致他人非财产损害, 就

因之承担非财产责任。一般致人损失多少,就赔偿多

少。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 1)停止侵害; ( 2)

排除妨碍; ( 3)消除危险; ( 4)返还财产; ( 5)恢复原状;

( 6)修理、重作、更换; ( 7)赔偿损失; ( 8)支付违约金;

( 9)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 10)赔礼道歉。这些方式,

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合并使用。这 10 种方式均为

违法者对受害者承担的法律责任。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还可

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

和非法所得, 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但这时的法律关系就是人民法院与当事人(原告或被

告,上诉人或被上诉人)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而非当

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了。

学生对他人造成了损失、损害, 谁来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呢? 依照我国法律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 10周岁以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般为 10 周岁

以上 18周岁以下)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

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

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

用。不足部分, 由监护人适当赔偿, 但单位担任监护

人的除外。我国的中小学生从年龄上看,一般皆属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绝大多数

无个人收入和个人财产,故他们给他人造成了财产和

人身的损害,应由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 � 三、违反教育法的刑事法律责任

教育领域不仅会出现行政违法现象和民事法律

纠纷,而且还会出现刑事犯罪案件, 教育行政人员、学

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和其他相关主体都会成为刑

事犯罪的主体。

刑法是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应负何种刑事责

任,并给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 即规定�罪�与� 罚�
(刑罚)的法律。教育法律属于非刑事法律,但教育法

律中也有一些条款涉及犯罪和刑罚问题。�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法�第 71 条第 2款规定,违反国家财政制

度、财务制度, 挪用、克扣教育经费, 对构成犯罪的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第 72 条第 1款规定, 结伙斗殴,寻衅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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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

73 条规定, 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

采取措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 77 条规定, 在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

对构成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第 16 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克扣、

挪用义务教育经费,不得扰乱教学秩序, 不得侵占、破

坏学校的场地、房屋和设备。禁止侮辱、殴打教师, 禁

止体罚学生。不得利用宗教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活

动。违反上述规定,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也规定了一些
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第 35 条规定, 侮辱、殴打教师,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 36 条

第 2款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对教师打击报复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第 36 条规定, 教

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教师品行不良, 侮辱学生, 影响恶

劣,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 38

条规定,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国家财政

用于教育的经费,严重妨碍教育教学工作,拖欠教师

工资,损害教师合法权益,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也规定了若干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条款,与教育密

切相关的有:第 52 条第 1款规定 ,侵犯未成年人的人

身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益,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第 52 条第 6款规定, 明知校舍有倒塌的危险

而不采取措施,致使校舍倒塌, 造成伤亡的,依照刑法

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法律中的这些条款规定了教育领域中的犯

罪、刑事责任和刑罚。实际上, 教育法和刑法是不能

分开的 ,在教育活动中,一些相关主体严重违反教育

法就可能触犯刑律。教育领域中存在不少因严重违

反教育法而触犯刑律的现象,需要刑法对人们所进行

的教育行为和与之相关的行为予以强制性地规范。

刑罚是指国家机关依据刑法规定,对犯罪分子所

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最严厉的强制性法

律制裁方法。刑罚总是与犯罪相联系,犯罪是刑罚存

在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刑罚作为法律制

裁的一种,与行政法律制裁和民事法律制裁在严厉程

度、适用对象、适用机关、适用根据等方面皆有不同。

对不同的犯罪用不同的刑罚予以惩罚。我国的

刑罚分为两类:一类为主刑, 一类为附加刑。主刑是

对犯罪人适用的主要的刑罚方法,附加刑是补充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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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刑罚方法。主刑有以下 5 种: 其一, 管制。管

制属限制自由型,是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方法。对

于犯罪较轻而应当判刑,又不必关押的适用管制。管

制由人民法院判决, 由公安机关执行。管制的期限,

为3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 数罪并罚时, 管制最高刑期

不能超过 3年。其二, 拘役。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

子的人身自由,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改造的刑罚。在

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 1 天

至2 天;参加劳动的, 可以酌量发给报酬。拘役的期

限,为 1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 拘役的

最高刑期不能超过 1年。其三, 有期徒刑。有期徒刑

是在一定的期限内, 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 并强

制其进行劳动并接受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

刑的期限,为 6 个月以上 15年以下。数罪并罚时, 最

高刑期不能超过 20 年。其四, 无期徒刑。无期徒刑

是剥夺犯罪分子的终身自由,强制犯罪分子参加劳动

并接受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其严厉程度仅次于死

刑。其五, 死刑。死刑亦称极刑、生命刑,它剥夺的是

犯罪分子的肉体而不是自由,属最严厉的刑罚。死刑

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

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可以判

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 2年执行。

附加刑亦称从刑,既能独立适用, 也能附加于主

刑适用, 分为 3 种: 其一, 罚金。罚金属于财产刑, 是

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

的刑罚。罚金与行政处罚在性质、适用对象、适用机

关等方面均有不同。罚金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

财产有关的犯罪。其二,剥夺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

利属于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下列权利 :

(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

务的权利。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除此以外,剥夺政治权利的

期限, 为 1 年以上 5 年以下。其三, 没收财产。没收

财产属财产刑,是指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

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是附加刑中较重

的一种刑罚。没收财产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贪利性犯

罪和财产性犯罪。

� � 未成年学生违反教育法, 如果构成犯罪, 也应承

担刑事法律责任。但其法律责任与成年人相比,有所

不同。刑法第 17 条、第 18 条和第 19 条具体规定了

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第 17条规定, 已满 16 周岁的人

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 14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

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已满14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因不满 16 周岁的不负刑事处罚的, 责

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也

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刑法第 49 条规定 ,犯罪的时

候不满 18周岁的人, 不适用死刑。

这些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和量刑作了严格的

限定, 不到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 不负刑事责任;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 只对一些严重犯罪

负刑事责任;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 从

轻或减轻处罚,且不适用死刑。对责令家长或监护人

加以管教和政府收容教养的规定, 鲜明地体现出� 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上接第 10 页)性。教师的认识升华了, 行动才能持

之以恒。学生� 认识�时教师应体现爱心, � 转变�时应
细心, �反复�时要有耐心, 暂时稳定时要多关心, � 提
高�时要对其保持信心。具体要求教师在每个阶段要
对后进生做到四个一点 ,即感情投资增加一点, 指导

帮助优先一点,锻炼机会增多一点, 表扬鼓励放宽一

点。几年来, 我们按照这个工作思路和方法, 坚持从

最后一名抓起,全面抓好后进生工作, 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几年来, 我校毕业生的合格

率、优秀率均列胶州市前茅, 学校平均每年有 200 余

名学生获胶州市级以上奖励。微机比赛自 1995年始

连续四年获青岛市郊市区团体总分和个人第一名。

1998年, 全国英语知识竞赛, 有 2 人获特等奖; 物理、

化学、数学、生物等各科竞赛, 有 10 余人次获全国一

等奖; 在山东省航模锦标赛中, 又有3名同学分获三

个舰别的第一名。

目前,我校教育科研已由局部实验发展成协同合

作;科研题目由单一课题延伸到德、智、体诸方面。初

步造就了一支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群众性教育科研

队伍,形成了� 人人有专题,个个搞科研�的良好氛围,

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学校的办学水平显著提高。近几

年有 40 位教师在全国、省、市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德

育、科研、教学的论文 200 多篇, 编写学法用书 4 种。

其中�表扬艺术�、�双谐振效应�在�大众心理学�等五
家省级刊物上多次发表和转载。�学习方法趣谈�一
书, 1992 年获省优秀教育成果三等奖、青岛市第四届

优秀社会科研成果三等奖。教育科学研究的普及和

开展, 不仅全面提高了教师素质, 而且也为我校素质

教育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提高

了学校的育人质量和育人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