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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事 故 原 因 与 对 策 探 析学 校 事 故 原 因 与 对 策 探 析
!王洪成

内容提要 学校事故是特指学生在校期间或在与学校有关的教育活动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本文通过归纳和分

析学校事故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试图为学校事故的防范和正确处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

指导。

关 键 词 学校事故 原因 对策

学校事故问题是教育法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也是

目前教育界、法学界及其他有关社会各界关注和争论的热

点问题。就学校事故的原因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提出可行

的建议和对策，对于学校事故的正确处理和有效防范具有

现实意义。

一、学校事故的原因分析

学校事故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 "学校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

这是导致学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它主要表现为学

校的各项工作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或规章制度不完善，以

及缺乏相应的落实措施和力度。只有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建立和健全切实的落实和监督机制，才能真正从制

度方面消除事故隐患。

!二 "学校设施、设备方面的原因

这提醒我们，学校应经常对自己的设施、设备进行安

全检查，对于危旧设施、设备要采取措施及时修复、拆除

或更新。

!三 "学校工作人员方面的原因

#$ 使用危险教育设施 根据《教育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以及《刑法》的有关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

教学设施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

损失的，属于犯罪行为，按玩忽职守罪论处。对此，学校

领导应有清醒的法律意识。

%$ 教师的侮辱、体罚等行为 个别教师不注重师德

修养，法律观念淡薄，在教学工作中态度粗暴、方法简

单 ， 对 于 学 习 落 后 或 违 纪 的 学 生 采 用 讽 刺 、 挖 苦 、 歧

视、侮辱等方法对待；更有甚者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

方法，严重者导致学生人身伤害、残废甚至死亡的惨痛

事件的发生。作为教师，应提高自身的师德修养和法律

意识，在执教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采用科学的

教育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

&$ 集体活动安全保护措施不力 学校在组织学生参

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外出游玩以及体育课、课

外活动等集体活动中，应当从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出

发，防止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近年来，一些学校在组织

集体活动中，由于安全保护措施不力，导致设施坍塌、翻

车、翻船、溺水、火灾等恶性学生伤亡事故时有发生，有

关报道屡见于媒体。为此，各学校要切实做好集体活动的

安全保护工作，避免类似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 "学生自身的原因

中小学生一般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由于他们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与成年人有较大

的差异，加之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天性好动、自我控制和

自我保护能力差，因此，更容易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由学

生自身原因引起的伤害事件主要有：

#$ 学生之间因游戏、斗殴等引起的伤害

%$ 学生因违犯学校管理制度和规定而引起的伤害

如上体育课时，学生不服从教师安排，违反课堂纪律和教

学规则，擅自进行体育活动，造成擦伤、碰伤、砸伤、摔

伤等，重者甚至残废或死亡。

&$ 学生因特殊体质或疾病引起的伤害 如有的学生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或生理上的某种缺陷，以及对青霉素或

其他药物过敏反应等，由于学生及其家长未将这些特殊情

况告知学校或教师，可能导致学生在学校组织的正常教学

活动中受到伤害或死亡。

’$ 学生因自尊心较强、心理承受能力低造成的伤害

一些家庭缺乏正确科学的家教思想和方法，加之应试教

育的影响，往往对中小学生的心理形成巨大的压力，一

旦受到家长的责骂、老师的批评、考试的失败、人际关

系的紧张等因素的影响，由于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自我调

适能力，受挫后心理防线极易崩溃，从而导致自伤和自

杀现象。

($ 学生因盲目崇拜、模仿而导致的伤害事故 这是

造成学生伤害的一个新的因素。有的中小学生对自己喜爱

的偶像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极力模仿偶像的言行。如有

的中小学生看见自己喜欢的偶像后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竟

忘记自己是在楼上而失足摔伤；有的由于好奇心或缺乏自

控和判断能力，一味模仿偶像在影视中的镜头，甚至因模

仿上吊而致自杀；还有的中小学生为自己的偶像殉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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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原因，学校应结合中小学生年龄和身心发育

特点，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其进行自我保护的安

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和健全学校安全保护措施并

严格监督执行。

!五 "其他原因导致的伤害

#$ 不可抗力 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如地震、水灾、台风等。

%$ 意外事件 指损害结果的发生为行为人所不可预

见。在意外事件中，行为人没有过错。

&$ 公益行为 对于行为人为公益或他人利益而遭受

损失的，按照《民法通则》规定，行为人有获得补偿的权

利，假如学生为保护学校的财产人身受到伤害，那么学校

作为受益人应对学生遭受的损害进行适当补偿。

二、关于学校事故的预防和处理的建议与对策

学校事故诱发原因的复杂多样性、发生频率的经常

性、产生数量的递增性、影响范围的广泛性、损害后果的

严重性、理论探讨的争议性、相关立法和制度的滞后性等

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要从现实出

发，对学校事故的预防和处理，要总结出一些具体的切实

可行的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一 "关于学校事故的预防

学校事故的预防，不单单是学校的责任，更需要社会

各界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全方位、多

角度、立体型的防范体系，以最大限度地从根本上减少或

消除学校事故产生的诱因。为此：

#$ 学校应大力加强校园安全文化建设 通过开设专

门的安全文化课程，向学生传授科学系统的安全文化知

识，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学生的安全

文化素质；对师生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法制教育，强化其遵

纪守法的观念，并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和环境建设

活动中有意识地渗透相关内容；建立并健全学校安全保障

制度，切实做好制度的实施、检查、监督和责任追究，避

免摆架子、走过场；积极创造条件，通过创设模拟事故、

实地考察等形式，在广大师生中加强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

的教育，培养和提高防范各类伤害事故的意识及自救互救

的能力。

%$ 社会各界都来关心 应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为

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安全、洁净的氛围和空间。

&$ 应对家长加强安全知识教育和相关法律知识的培

训和学习 使其掌握保护孩子的知识和技能，并通过提高

认识、转变观念，促使其依法正确履行对子女的监护职

责，主动配合学校共同做好学校事故的预防和处理工作。

’$ 中小学生应从自身做起，主动参与到安全知识教

育的学习、宣传、普及活动中来 中小学生不只是被动地

被保护的客体，也是主动参与的一个主体。要通过事实使

学生深深懂得学校事故给本人、他人、家庭乃至社会带来

的危害，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共道德规范，树立自

尊、自律、自强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学

会珍重、关爱本人及他人的身体和生命，努力克服在学

习、生活中的盲目、冲动、冒险等非理性行为，并从中逐

渐培养安全和自我控制与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减少和

避免因自身原因而导致的学校事故。

!二 "关于学校事故的处理

学校事故的处理涉及到学校事故的理论研究、学校事

故的立法、学校事故的处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

题的探讨又有助于预防学校事故的发生。

#$ 重视和加强学校事故的理论研究 目前，学校事

故理论的研究滞后于实践的需要，所以应加强这方面的理

论研究。对于学校事故产生的原因、规律和特点，处理的

原则、途径、方式等全面深入地进行研究，为学校事故的

正确处理和相关立法提供较为统一和权威的理论依据。

%$ 加 快 相 关 立 法 的 出 台 制 定 有 关 学 校 事 故 的 法

律、法规，为学校事故的处理提供最终的公正的司法救助

手段和保障是非常必要的。它主要包括：学校事故概念的

界定、各有关当事人 !学校、教师、学生及其监护人以及

其他法人、组织和个人 " 的权利和义务，事故的认定原

则、赔偿范围、赔偿方式等。

&$ 建立和健全学校事故处理的相关制度和机制 理

论研究和相关立法主要是从宏观上为学校事故的处理提供

依据，而体现法律精神和理论成果的相关制度和机制的建

立则是直接处理学校事故的具体手段。它主要包括事故处

理的机构及其职权、受理范围和管辖、受理程序、处理结

果等。

’$ 借鉴国外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探索学校赔偿

责任的社会化机制 目前，我国公立中小学的办学经费主

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拨款，而且这些有限的经费又主要用

于学校教育教学开支和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如果学校因侵

权而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是极其困难和不现实的。因

此，应仿效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的做法，将学

校事故依法纳入责任保险或建立学校保险制度 ( # )。通过保

险途径实现风险转移，将责任与损害赔偿分离，实现损害

赔偿的社会化，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学校事故赔偿

责任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 学校事故的处理方式应首选和解，次选调解，最

后选择诉讼 这是由于学校事故的处理主要涉及到损害赔

偿问题，多属民事纠纷的范畴，而解决民事纠纷需要讲究

效率和成本，从而使学校事故得以合法、准确、及时、有

效地解决；同时和解或调解方式也有利于学校和家长之间

的协调、沟通和理解。但在实践中，如果以上两种方式均

不能解决问题，或行为人的行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者刑

事法律规范，当事人应及时主动地将案件起诉或移送到人

民法院或其他有关主管机关依法作出公正裁决或追究相关

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注 释

( # ) 劳凯声：《教育法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年 , 月版，

%&#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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