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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师和学生在校园内处于一个安全状态是开展教育

的基本保障。最近几年频频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往往来

源于隐匿的危险，而校园安全隐患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

境息息相关。如果安全隐患得不到排除，容易导致很多

灾害和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安全预警管理体系的构

建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学校应定期做好安全隐患检查和

防范，提前预防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从而减少对学生

造成的伤害。

一、学校安全事故的类型

学校作为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的场所，安全始终是

第一位。学校安全事故的发生不仅给学校的正常活动带

来严重干扰，而且给家庭带来巨大伤痛，更易造成社会

的恐慌。教育部首次以报告的形式公布了《2006 年全国

中小学生安全事故总体形势报告》，其中灾难型事故占比

59%、社会安全型事故占比 31% 及自然灾害型事故占比

10%。在《2017 年学校设施安全事故统计分析》的 64 起

事故中，生活设施型事故占 45%、学校交通与校车安全

型事故占 39%、教学设施型事故占 14% 及其他附属设施

型事故占 2%。基于以上事故类型占比数据，得到学校安

全事故频发的数据背景。根据“海恩法则”可知，严重

事故是量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 [1]。

二、学校安全事故的原因

1. 社会方面

市场经济时代的不良金钱观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传播扩散，使越来越多的学

生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受到类似不良社会风气的影

响，开始注重物质享受，失去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约束。

家庭条件、民族甚至外貌的差异导致学生之间相互攀比、

歧视，学生由于嫉妒等心理作祟，学生之间发生冲突，

导致校园欺凌事件、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

2. 安全事故预防和处置机制不够完

一旦发生“校闹”事件，校方出于维护教学秩序的

考虑和行政部门的压力，只能“花钱买平安”。然而，最

大瓶颈还是中等职业学校与在校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规定

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可以直接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较

少。我国已有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把妨

碍中等职业学校安全管理的安全事故分成了八类：一是

人身安全事故，含运动、治安（打架等）、性侵害、溺

水、燃气中毒、食物中毒、触电、急性病和学校设施设

备导致的伤害等；二是财产安全事故，含贵重物品和现

金丢失或被盗、抢夺、抢劫、买赃物、诈骗等；三是消

防安全事故，含小型失火；四是旅游交通安全事故；五

是校外活动安全事故，含交友、招聘、租房、酗酒、实

习等安全事故；六是国家安全和保密事故，含反动宣传、

邪教、稳定、保密安全等；七是网络安全事故。八是心

理健康安全事故，有了此类相关法规，中等职业学校安

全事故案件的处理才有了一些司法参考 [2]。

3. 安全管理体系存在漏洞

安全管理体系是安全防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中等职业学校防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

学校的校门安全管理、消防设施安全管理、出入登记、

营区内的监控等外包给物业，学校方面对于物业安全管

理工作的监督、检查不到位，因此使得校园安全管理工

作方面存在极大的漏洞。以出入教学楼、办公楼、宿舍

楼的人员为例，缺乏必要的身份核实与检查，缺乏安全

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与此同时，诸多中等职业学校

内部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规定过分“理想化”，以原则

性、指导性的内容为主，并没有具体的安全管理落实举

措，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内部安全管理制度甚至出现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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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抄教育部门安全管理文件的情况，对于安全管理工作

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4. 食品安全问题

学校的食品安全问题是校园管理的重要内容。一旦

发生食物中毒之类的事情，会对学生、教师产生非常严

重的影响。食堂的环境卫生管理、防虫防疫工作、清洁

卫生的食物供应是关注的重点。学校要根据季节和地区

的条件，加强原材料的采购管理，重视学生的饮食健康、

食堂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食品的品质等方面的问题，

切实解决校园内食品安全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校

园内食物安全 [3]。

5. 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结构因素影响

在校学生身心并未充分发展，安全意识、认知水平、

自我保护能力较低，是安全事故形成的原因之一，这也

使学生易受到安全事故的侵害。

6. 互联网不良信息的影响

目前很多学生群体都开始使用互联网社交、娱乐、

学习、购物，但是由于学生使用互联网时不能被有效的

监管，导致学生的思想受到黄色、暴力、拜金等不良信

息的冲击，一些缺乏自制力的学生很容易被不良信息诱

导，想着追求享乐，盲目拜金，追逐尝试社会上的灯红

酒绿，无心提升学业，甚至陷入校园贷的套路，危害到

人身和财产安全。

三、学校安全事故的防范策略

1.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完善是中等职业学校安全防

事故的基础保障。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出现了过分依赖

物业管理的情况，对于物业的安全管理举措并没有进行

及时的监督的情况，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对现有的安全管

理监督举措进行改进，强化对安全管理工作的全面把控。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定时对物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的

测查、分析，从安全管理标准与安全管理隐患两个方面

对安全管理工作进行考核，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

改。与此同时，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建立自身的安全管理

机制，将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能够实现从上至下的贯彻落

实，安全管理机制应当配备强有力的组织团队，能够从

日常管理、教学活动组织、校区安全等多个角度进行全

面的安全风险排查，为中等职业学校安全事故防范机制

提供积极的保障。在中等职业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的

过程中，首先，要对校园安全管理工作开展系列化的制

度管理，保证每一个环节的校园安全工作都有相对应的

制度进行约束和规范。其次，要根据中等职业学校不同

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组建高素质的保卫管理队伍，结

合中等职业学校校园内存在的高发安全事故问题类型，

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并形成全校师生联防联治的策略，

重视责任制度的落实，不断降低中等职业学校安全事故

发生几率 [4]。

2. 提前制订应急方案

为了能在事故发生后将生命和财产损失控制到最小，

学校需要事先制订应急方案。例如，火灾演习是每个学

期必不可少的紧急训练。一旦火灾意外发生，后果不堪

设想。这就要求学生和教师提前做好应急方案，在演练

过程中，提高教师和学生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另外，

对学生上实验课所需要的化学用品和器材，要定期检查

可燃物和爆炸物，同时教师要特别强调其不恰当使用会

产生的危险。此外，学校也要注意食品安全问题，筛除

过期食品，食品管理不达标的绝不使用，提高对食品安

全的重视程度。最后，学校必须严格禁止陌生人自由出

入校园。

3. 落实安全事故防范制度，做好日常安全检查

安全无小事，防范大于天。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离

不开规范的学校安全事故防范制度，日常安全检查更是

消灭各种安全隐患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方法。学校作为安

全事故防范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合理规范的事故防范制

度是非常必要的。日常的安全检查可分为不定期检查和

定期检查，其中定期检查很好地避免了安全事故发生的

周期性，不定期检查很好地规避了安全事故发生的随机

性。因此，两者有机结合，将会对学校安全事故的应对

与处理提供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5]。

4. 提升安保人员的专业素养

在招聘安保人员时要提高招收门槛，进行一定的政

治审查，严格录用标准，招收后要进行专门的安保培训，

加强安保人员的风险识别、排查能力以及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置。也可以对安保人员开展应急演练，并且同时也要

进行绩效考评和奖惩机制，增强安保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5. 呼吁社会重视校园安全隐患管理

校园安全隐患预警机制仅依靠校园保安的力量是远

远不够的。学校可以呼吁社会上的人员积极帮助校园安

全建设，积极争取公安部门的协同支持。例如，在教学

课程中增加安全教育内容，邀请公安人员来校开展讲座，

让学生接受外界的影响从而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

另外，要重视新闻媒体的宣传作用，合理地利用学校内

部的广播站、新闻部，通过各种手段听取社会各界的意

见和建议，不断改进中等职业学校的安全隐患防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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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通过多渠道的交流和沟通，将更多的社会力量集

中到学校的安全隐患防范管理当中，为学生和教师的校

园安全做好预警工作，从而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6]。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可以对学校安全事故的应对与处理提供帮

助，但在具体实施时，应了解学校自身的防范能力，针

对自身情况有目的、有计划地展开应对与处理工作，对

学校安全事故的应对与处理将变得更加有效、快捷。我

们必须意识到，学校安全事故的应对与处理是一项长久

而困难的工作，要求各方主体一定要长久而不懈地坚持

下去，主体间要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将对学校安全事

故的预防、应对与处理整合成一个生态系统，及时搜集

安全信息反馈，形成闭环，从而有效、快速地降低发生

率，为学生的成长与成才提供安全空间。

参考文献：

[1] 尹捷 .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与安全管

理之法律分析 [D]. 上海：复旦大学，2019（15）：45-47.

[2] 邢傲然 . 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校方责

任 [D]. 北京化工大学，2019（11）：102-103.

[3] 王华斌 . 关于构建学校开放式安全管理模式的思

考 [J]. 基础教育参考，2019（11）：32-33.

[4] 李文，范高鹏，赵舒婉 . 学校体育安全事故：机

理、责权归结与规避 [J]. 教学与管理，2019（33）：52-

55

[5] 张光磊 .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安全管理中的法律问

题分析 [J]. 中等职业学校辅导员，2019（03）：77-79

[6] 郑琳 . 中等职业学校宿舍安全管理中的法律问题

研究 [J]. 枣庄学院学报，2019（03）：9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