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伤害事故及法律责任》



安全教育的目的：



《千年警示钟》的言论
      中国的父母普遍反对孩子探险，一旦发生意外伤害，则常常把学校
告上法庭；日本的父母则普遍支持孩子探险，发生意外自己负责，对中
国起诉学校的现象不可理解。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
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
      日本国民不惧怕风险与代价，给教育一个宽松的环境，放手让孩子
磨练；全中国的父母没在一起开过会，却几乎都会说一句话：“孩子，
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千年警示钟》的言论

         教育是爱的事业，可爱心既能造就未来，

也能葬送未来，两种爱心，两种命运。

          教育的核心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学

会做人；教育是人的解放，决非是人的枷锁。

           一个文明的、现代的社会，纵然付出高

昂的代价，也要解放孩子，解放孩子必先解

放教师，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法律保障和国

民共识。



         我国每年有320万左右的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6万名大中小学生非正
常死亡。

       我国大中小学生因安全事故、食物中毒、溺水、交通事故、自杀等死
亡的，平均每天有40多人，相当于每天有一个教学班在“消失”。

   



 2014年央视“今日说法”报道，我国大中小学生因

安全事故还在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



一、伤害事故的含义、特点及类型

• （一）学生伤害事故的含义：

•  指校内及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导致学生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

伤、功能损害的一系列事件。

• 其性质：

    1. 是在学校管理下发生的，与学校管理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2. 如果学校及其教职员工的管理行为违法或违反正常的合理行为标准，

造成学生伤害学校就存在过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从学校看：三高二低。小学、初中、高中   比例高；幼儿园、大学比

例低。

2、从性别看:男高女低。

3、从发展趋势看：学生伤害事故越来越多，  量大面广,且呈上升趋势。

4、从学校事故处理看：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

5、从心理压力看：学生伤害事故给学校处理造成巨大心理压力。

6、从赔偿费用看：巨额赔偿费使学校不堪忍受,使学校工作雪上加霜。

7、从媒体抄作看：使学校处于不利地位。



（三）事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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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罚和变相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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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庭对孩子的过渡保护，教育不够

10.学生中途离校

9.学生体质特殊或疾病

8.学生自尊心过强，心理承受能力低

7.不可抗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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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生伤害事故的构成要件及分类

 （一）构成要件：

 1、主体必须是学生

 2、必须有伤害结果发生 。

 3、必须有导致学生伤害事故的行为或者不可抗力。

 4、主观方面，绝大多数是过失，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是故意。

 5、从时间和地点上看，伤害行为或者结果必须是发生在学校对学生
负有教育、管理、指导、保护等职责的期间和地域范围。 



（二）伤害事故的分类

   1.安全事故的等级分类

    按事故伤害人数及造成的损失，一般可将安全事故等
级划分为：

    ●轻微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次轻伤1－2人；
一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

    ●一般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次轻伤3至9人；
一次重伤或急性中毒1至2人；一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
－5万元。



       ●较大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次轻伤10人以上；一次重伤或急性

中毒3－9人；一次死亡1－2人；一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30－100万元。

     ●重大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次重伤或急性中毒10－29人；一次

死亡3－9人；一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00－500万元。

     ●特大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次重伤或急性中毒30人以上；一次

死亡10－29人；一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500－1000万元。

     ●特别重大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次死亡30人以上；一次事故直

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



     2.学校伤害事故的分类
    (1) 学校责任事故是指学校由于疏忽或过失，未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而造成
学生的伤害事故，学校承担过错责任。

        包括十二种情形。

       （一）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
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二）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
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三）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
标准、要求的；
　　
　　（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
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



　　

　　    （五）学校知道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

的疾病，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六）学校违反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不宜未成年

人参加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的；

　　（七）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

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

　　（八）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

　　

　　



             （九）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

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

　（十）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

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

　（十一）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学校

发现或者知道，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

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十二）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２）第三方责任事故：是指学校本身提供的各种场地

设施没问题，而是由第三方的责任发生的伤害事故，第三方承
担过错责任。

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由于过错，有下列七种情形之一，造成学生
伤害事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学生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反社会公共行为准则、学校的规章
制度或者纪律，实施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者可能危
及他人的行为的；
（二）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学校、教师已经告诫、纠正，但学生不听
劝阻、拒不改正的；

　　



　　
　　　　　　
  （三）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患有特定疾病，但未
告知学校的；
   （四）未成年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情绪等有异常情况，监护人知道或
者已被学校告知，但未履行相应监护职责的；
   （五）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有其他过错的；
   （六）学校安排学生参加活动，因提供场地、设备、交通工具、食品及其
他消费与服务的经营者，或者学校以外的活动组织者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
事故，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七）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或者因学
生、教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由致
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３）学校意外事故：
       是指学生在正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因不可预见或不

可抗力而发生的伤害事故。在这类事故中，学校已经
履行了相应职责，其行为并无不当的，因而学校无法
律责任。适用公平原则，学校可以承担一定的道义责
任。它包括六种情形。

      





四、学校伤害事故的处理

（一）处理学校伤害事故的基本原则：依法、客观
公正、合理适当；及时、妥善地处理。

（二）处理学校伤害事故的措施
  1.紧急救援，医疗到位。 

  2.及时报告，争取支持与指导。 

  3.全面安抚，关心到位。 

  4.查找原因，分清责任。 

  5.依法承担经济责任 

  6.报告事故及处理结果，吸取教训。



   A.事故本身的报告

   报告的等级和部门：

   轻微伤不用报告。轻伤以上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报告。急性中毒事故还要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重大

伤亡事故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

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B.事故处理结果的报告。
报告的内容：事故的处理经过、争议及争议的要点、
解决方式、赔偿金额、对责任者的处理、事故的教
训、改进措施。

    报告的要求：报告应该按事故的等级进行。

    



报告的形式：书面报告。

• 报告的内容：
时间、地点、人员、概况、原因、损害、学校救助状况。

•
报告的要求：
报告的时间一般认为伤亡20人以下的应该在6小时以内报
告。



（三）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程序或途径

   1、协商解决。

   2、请求教育行政部门调解：在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
完成调解。

   3、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4、协商——调解——起诉。

原则:协商为先、调解其次、诉讼法院为后

  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自身体受到伤害之日起1年。 



• 协商的基本原则：协商：没有第三人介入（包括教育行政

部门）。协商应该达成协议。协商必须有书面协议，不能

承担落户口、找工作等非经济义务。

• 调解的注意事项：应该有第三人介入，一般是教育行政部

门。

• 诉讼的注意事项：只能进行民事诉讼，不能进行行政诉讼。

教育行政部门不能有强制性行为。

   注意事项



五、学生伤害事故的赔偿

（一）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法律依据

   1、过错责任（包括混合过错和过错推定原则）：是指以当事人的主

观过错作为构成侵权的必备构成要件。

   ★ 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受害人对加害人

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法律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  公民、法

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 
   



 ★混合过错责任——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都具有过错，
通过适用过错相抵规则来确定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责任范围。 

★过错推定责任——是指一旦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就推定其
主观上有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除非其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过错推定责任的举证责任是“举证责任倒置”，即由加害方负责证
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就应当承担责任。

    法律依据：《民法通则》第126条之规定。

     



•  2.无过错责任——是指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就应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
损害承担民事责任。 

• 3.公平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双方的当事人对损害结果都
没有过错，但如果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补偿的又显失公
平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和公平的观念，
要求当事人分担损害后果。



（二）学生伤害事故的赔偿范围

    对于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方作出的损害赔偿分

为直接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赔偿。其中，直接经济损失

赔偿包括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

造成残疾的，还需赔偿残疾用具费、生活补助费；造成

死亡的，则需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



（三）处理赔偿经费的注意事项 

● 住院费：住院的票据只能是事发地附近医院，如果中途转院，应该经原来的医

院同意，确定出院的要及时出院，不得拖延。 

● 医药费：请专家和法医作出医药费认定，列出所有药品处方，鉴别哪些与治疗

有关，有关伤情证明的记录、诊断书、病历，处方等，应该严格甄别。 

● 注意是否在保险公司索赔，如果已经索赔，则不能重复计算。 

● 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有专门的计算公式。 

● 未来再次手术费：这是个大头，不可忽视。要有原来的诊治医师的批准意见。 

● 精神抚慰金：只有残疾的、死亡的才有此项。其余都没有。要出示司法鉴定 。



 

● 以学校为单位，集资或捐助，成立专项基金，存入银行 

● 以学校为单位，向保险公司投保，投集体责任险 

（四）赔偿资金来源

● 社会集资捐助。 

● 动员家长为学生投人身意外事故责任险。
 





制度要完善

管理要到位

设施要安全

教育要经常

救治要及时



     争取社会支持和参加学校责任保险

    加强对学生进行安全常识教育和生命宝贵意识教
育，举办多种形式的自救自护训



结 束 语
•       用“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来形容学校伤害事故的发

生，用“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来形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

校领导，用“痛不欲生、悲愤难容”来形容那些受害学生

家长，用“提心吊胆、杯弓蛇影”来形容班主任或辅导员。

•       学生伤害，一个也多了！唯愿校园里不再有伤害事故

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