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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小学托管安全性问题和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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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理工学院  448000） 

 
摘要：社会发展，工作的压力没有使人们忽视对孩子的教育，托管行业

得以日渐兴起。虽然托管场所为家长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

是托管的场所也存在许多安全漏洞，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就会成

为学生安全的潜在威胁。笔者调查部分区市的小学生托管场所，对其出

现的安全性问题加以总结，并在后文中简要分析了小学托管的未来发展，

为解决当前的托管安全性问题提供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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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政策 放起，传统的男女分工家庭模式即被取代，迫
于生活压力，父母双方的下班时间与孩子放学的时间冲突，一度
使接孩子放学成为社会性问题。足够的需求，使托管场所出现，
并逐渐发展。家长们把学生交付给托管场所，解决了时间上的冲
突，也要因此面对随之而来的学生安全性问题。针对当前托管暴
露出的安全漏洞，及时解决，促进机构依法发展是社会发展的迫
切需求。 

一、小学生托管现状中的安全漏洞 
对于学生托管一般意义上认为教育过程中，学生人身安全不

受损伤，财产安全不受侵害是基本要求。但是笔者对一些市区的
小学托管调查发现仍有许多托管场所存在安全隐患。 

1．小学托管缺少应有的安全理念。多次调查表明，小学生
的应急能力普遍达不到基本标准，托管场所的应急处理教育多数
处于初级阶段。学校教师和家长都没有教会学生面对突发危险事
故时应有的防范技巧和事情的正确处理，所以学生面对突发问题
很难想到应用所学知识自救或帮助他人。托管场所增多，放学后
接送学生的人员变得复杂，询问多名教师后，笔者发现教师确认
学生接送人员是托管所工作人员的概率仅在 50%左右，有一半教
师并没有确认过对方的工作身份。并且学生自身警惕性不够，很
难保障自身安全。 

2．托管部门安全预防与补偿能力不到位。研究调查表明，
多数托管场所都设立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小区，以居住地作为教育
场所，显然这样的环境不适合学生的学习教育，拥挤混乱，更容
易引发学生之间的伤害，发生意外事故也没有完善的撤离应急办
法。另外多数托管场所都是由私人承办，缺少专门的证件检测，
教学人员的教育素养没有保障，教学知识的专业性也有待考察。
并且家长把学生交付给托管场所，既没有书面约定，也没有思考
过合理性和事故措施的预防，出现问题责任判定困难，私人机构
也没有足够的补偿力。事故一旦出现，必然难以判定解决。 

3．家长对学生托管缺少安全观念。随机调查 600 名家长，
数据证实六成以上家长没有了解过学生托管场所的消防设施是
否齐全七成以上没有关心托管场所的设备设施有没有定期维护
修理，甚至有 26 位学生家长没有教育过孩子安全知识。也仍有
六成以上家长把学生送来托管场所时没有监察机构的相关证件
和教育资格，可以认为家长对学生的托管缺少安全防护观念。 

二、小学托管中安全问题的未来发展 

1．健全法律政策，促进小学托管部门合法 设 
我国的学生托管以盈利为目的，追求的是利润的扩大，因此

对学生安全少有重视。分析原因是缺乏法律的管制约束，没有具
体的评价督导体系。美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就意识到了托管
场所立法监督的必要性，并在 2002 年出台了相关法案。有了法
律的监督扶持，美国境内的托管场所更加成熟不断发展，逐渐成
为公众服务的一部分。韩国则是由政府分担学生托管的部分费
用，对学生托管安全给予支持。可以看出，传统的旧观念需要改
变，托管场所并不是盈利事业而是社会服务建设的一环，国家部
门应当重视，借鉴成熟的法规政策，出台我国适用的政策，明确
权责性质，促进行业发展，更好的服务于学生教育和社会发展。 

2．学校引进，家庭支持，使学校、家庭、托管三方合作 
经验与实践证明，放学后的学生教育 适宜的场所仍然是学

校。所以呼吁学校 设学生托管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学校负责
提供教育设施和场所，政府则行使职权与优秀的托管所联系，然
后双方签订书面协议，政府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家长的收费也交
由政府收取。 后还是由政府出面，拟定书面协议，按照省市的
教育计划，依从学校同一、学生同意、家长支持的三个要求，签
署合同划分权责，三方共同合作，促进学生教育成长。 

3．加强学生安全普及，具备基本应急能力 
学生的教育环境必须要保障安全性，但是过分关注客观条件

的建立忽视对被保护者本身能力的培养训练并不可取，这样的行
为抹杀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缺少了应有的抗打击能力。
事故的发生一般是不可预料的，所以再多的客观条件也不能确保
防护的完美，教导学生面对突发事件的应对知识，让学生学会预
防、处理突发事件，并在允许的条件下互助、帮助他人才是安全
教育的根本和核心。日本地区的学生教育中认为，小学 适合
展安全课程，课堂中教师保留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被组织
起来实地观察上学路上可能遇到的危险事故，行人较少、车辆失
控等，以班级活动的形式记录下来，引起学生警示，起到预防作
用。 

综上，响应需求，我国的托管机构不断增多，但是托管机构
的安全保障仍有待提升。学生安全问题的解决要依靠课堂和课下
活动共同完成，安全讲座、事故模拟、知识问答等都是可以尝试
的方式，不能仅凭枯燥的规定条例限制学生，而是把学生安全训
练活动融入到正常学习当中，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从本质上提升
学生的安全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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