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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校园周边 “灰色” 地带
构建学生安全防护体系

【编者按】 近几年来， 有关学生在校园及周边发生的楼道踩踏、 食物中毒、 暴力伤害、 交通安全等事件屡见

报道， 而且， 每年的安全事件数字呈上升趋势。 为什么此类校园内外伤害事件频频发生？ 社会、 学校、 教师和家

长， 该如何为我们的学生和孩子筑起一道安全的屏障， 让他们尽量远离危险， 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 请看本期专

题的专家及一线教师的建言献策。

◎高小强

2015年9月28日的一则新闻报道了一名初二女生在

校门口被几个女同学强行拽走殴打3个小时的事件。 该

事件最让人难以置信之处是， 这位受害女生的母亲当

时正在学校参加家长会， 即使与女儿近在咫尺， 也无

法保证女儿的人身安全。 无独有偶， 最近网络又曝出，
两名同一学校的初中生， 因为在QQ群里发生口角而各

自纠集社会青年在校外街道上 “约架”， 最终导致一名

17岁少年伤亡的案件。 上述案例仅仅是关涉学生校外

安全的问题类型之一， 但所折射出的问题是关注学生

的安全不仅仅要着眼于校园内， 更要重视其在家校之

间这一 “灰色” 地带的安全问题。
涉及学生校外安全的事件全国各地皆有发生， 此

类事件涉及学生的交通、 环境、 饮食、 人身、 财产等

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 媒体的报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引起个人及管理部门的注意， 让他们意识到校园周边

安全是一个切实需要关注的问题， 但问题的解决却需

要责任相关者安全理念的根本性转变。 传统的校园安

全更多关注的是校园内部， 对于校园周边以及家校之

间地带的安全问题关注得不多， 所能采取的措施也非

常有限。 然而，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 他们的整体安全

是家庭、 学校与社会共同的责任。 简单地将学生的安

全责任推给学校、 家庭或者是某些管理部门的做法都

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在追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

下， 学生安全问题是社会治理和教育治理所共同要面

对的问题。 从学生安全防护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 家

校之间 “灰色” 地带的安全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 校园周边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的复

杂问题

学生在校园周边遭遇的安全问题涉及的责任主体

包括学生个人及其家长、 学校所在社区、 学校和政府

职能部门等等。 上述责任主体既有自然人个体或者群

体， 也包括了法人。 就目前来说， 各责任主体在促进

教育治理现代化， 保障学生校外安全方面还存在着不

少问题。
首先， 家长对于孩子上学和放学途中的安全问题

往往疏于提醒和防范。 一方面， 很少有家长会对子女

就其上学期间校园周边的安全问题进行基于客观事实

的 明 确 强 调； 另 一 方 面， 即 使 有 些 家 长 会 有 所 强 调 ，
但却不能真正引起孩子们的高度重视。 个中原因， 首

先是家长本身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 因此也很难识别

和判断家校之间各种危险因素的存在； 另一方面， 若

是这些家长忙于工作， 客观上不具备接送孩子的条件

的话， 孩子在家校之间的安全防护的责任就无法真正

落实。
其次， 学校虽已经承担了学生安全防护方面的重

要责任， 但是， 在做好校内安全工作的同时， 通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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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校园安全的 “防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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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提高学生在校外的安全防护意识也是学校义不容辞

的责任。 学校的责任不仅仅是教学生简单的安全防护

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从小学会自我防范和自我

保护的技能， 这也是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义。 但是， 学

校很少就校外对学生造成安全威胁的各种问题主动发

现与回应， 并且将其转化为学生安全教育的素材或者

内容。 前面提到的案例当中的女生之所以能够从校门

口被带走， 与该女生对可能存在的危险没有任何警觉有

关系， 这种提醒与告知应是学校安全教育应有之义务。
再次， 在我国， 学校与社区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

尽管社区与学校在事实上存在着相当大的依存度， 但

是， 不论是学校还是社区， 对对方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都是不够的， 换句话来说， “学校是社区的学校” 和

“社区是学校的社区” 这一理念尚未得到真正的认识和

践行。 社区承担着管理和服务的双重角色， 但应当以

服务为主。 社区的服务应当是面对包括学校在内的所

有社区成员的， 所以， 对于社区内， 特别是校园周边

的安全问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就要求社区一

方面要为整个社区群体做好服务， 另一方面也要有针

对性地为学校做好服务。
最后， 不论是校内安全还是校园周边的安全问题，

只有依法处理才能获得真正的长治久安。 法律赋予了

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不论是交通、
食品安全、 人身财产安全等哪一方面的问题， 最终解

决问题的也是与之相对应的部门。 但是， 从以往的一

些案例来看， 具体职能部门并没有很好地将各种威胁

到学生校外安全的隐患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 而往往

是等事件发展到不可挽回且造成很大的舆论影响时才

被动应对。
正如木桶定律所告诉我们的， “一只木桶能盛多

少水， 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 而是取决于最短

的那块木板”。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学生校

外安全治理目前不但有短板， 而且不只存在一块短板。
二、 校园周边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多部门协同

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指出， 作为新人的儿

童与旧有的世界之间的矛盾是天然存在的， 儿童可能

受到来自社会的伤害， 社会也可能被儿童所伤害。 因

此， 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整体性安全需要家庭、 学校、
社区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协同努力。 一方面要保护儿

童以免他们受到来自世界的伤害， 另一方面也要保护

现有的世界免受来自儿童的伤害。
首先， 家长要做到教育与保护并重， 为孩子的安

全保驾护航。 在维护孩子的安全方面， 家长责无旁贷，
不 能将 责 任 完 全 推 给 学 校 或 者 社 会 。 有 条 件 的 地 方，

家长可以轮流负责本社区或者村庄在同一学校上学的

学生在上学、 放学途中的安全问题。 有了家长的组织

与陪伴， “灰色地带” 的安全威胁可以降到最低程度。
另外， 要让家长真正发挥好保护孩子安全的作用， 学

校要利用家长会或者家长学校为家长提供适当的培训，
让他们能够在安全教育方面与学校达成共识， 并且要

在行动上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安全隐患排查与信息

汇总工作。
其次， 学校要做好安全防护教育， 提高学生的校

外自我防范意识。 对学校而言， 存在于校外的安全隐

患 种类 繁 多， 它 们 既 不 在 学 校 的 管 理 权 限 范 围 之 内 ，
学校又没有权力或者能力直接去消除这些隐患。 但是，
出于对学生的考虑， 学校要明确校外尤其是学校周边

存在哪些可能危及学生甚至学校的安全隐患， 并且要

将这些隐患分类分等级加以记录。 之后， 一方面要明

确告知学生本人和学生家长， 另一方面也要报备社区、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事实上， 学校完全可以发动学生

提供各种校外安全方面的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 不但

可以让学生了解各种危险情况， 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

提醒和教育孩子。 所以， 就教育内容而言， 校外安全

教育一定要和学校周边的实际情况相一致， 要避免照

本宣科； 就教育方式而言， 也要因地制宜， 针对特定

情境下的具体情况实施切实有效的方法。
再次， 社区可以考虑建立社区安全联防机制。 社

区 首先 不 能 成 为 学 生 校 外 安 全 的 “麻 烦 制 造 者”， 因

为， 任何对于学生而言是存在危险的事情， 同时也很

可能会威胁到社区其他成员， 所以， 避免成为 “麻烦

制造者” 只是对社区最为基本的要求。 当然， 出于对

于未成年人的保护， 社区有义务也有能力和资源为学

生在安全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这些工作可以通过社区

组织的领导或者动员来完成。 比如， 社区可以通过自

己的力量动员或者组织一些志愿者参与到社区安全巡

视工作当中， 对于社区内尤其是针对学生的问题、 隐

患可以及时处理， 对于处理不了的可以及时上报备案，
这样， 既为问题的及时处理节省时间， 又为将可能的

损失降到最低创造了条件。
最 后， 政 府 职 能 部 门 需 要 及 时 应 对 ， 依 法 处 理 。

政府职能部门更多的时候往往以学校的管理者的姿态

印发或者传达文件给学校， 要求学校如何配合他们的

工作， 以为这样就已经尽到了相应的监管责任。 事实

上， 这种告知只是做到了第一步， 若是没有其他相应

的 具 体 措 施 的 实 施， 任 何 文 件 都 无 法 真 正 发 挥 作 用 。
学校很清楚， 一份职能部门的文件无法改变学生校外

交通安全、 环境安全、 食品安全、 人身财产安全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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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问题。 政府职能部门至少可以从政策法规和专

业技术两个维度为学生校外安全提供保障。 技术层面，
它 们 更 能 够 从 更 为专 业 的 角 度 判 定 校 外 安 全 的 类 型 、
性质及其危害， 并制定出可信赖的解决方案； 法律方

面， 它们应当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告知者、 监督者和执

行者。
三、 结语

反思文章开头提到的案例， 小姑娘在人身自由遭

到3小时限制以及殴打虐待之后， 包括家长、 学校、 社

区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在内的所有学生校外安全的相关

者都能够找到将责任推卸出去的理由， 这是因为， 对

儿童校外安全问题的漠视是共同的症结所在。 这种冷

漠与无视， 在虚拟的网络社区中更为严重———两位学

生在QQ群中公开约架， 却没有人采取报告给学校或者

报警的积极措施就是例证。
与 学 生 校 园 安 全 的 责 任 主 体 单 一 而 且 明 确 相 比 ，

学生校外安全的责任主体多元， 不同主体的责任划分

也不是非常明晰， 因此， 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自然而

然就会发生。 原因就在于， 学生校园安全有相应的法

律法规明文规定， 而学生校外安全问题却涉及不同的

法律法规。 从学生安全的角度考虑， 任何法律都应当成

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武器而不是部门之间推卸责任的挡

箭牌。

校园安全事故的预防与管理
◎马希良

校园暴力挑动社会敏感神经， 有网民直言， 校园暴

力， 需要认真调查， 严惩不贷。 中央政法委宣教

处副主任陈里在微博上呼吁： 打击校园暴力， 还孩子

们一个健康、 安全的学习成长环境。
可见， 加强校园安全事故的预防与管理已经刻不

容缓， 应该从旷日持久的喋喋不休式概念炒作， 付诸

现实的行动与实践。
一、 学校安全事故的界定

学校安全事故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学校安

全事故， 是指学校发生的学生、 教师、 设施、 设备的

事故以及盗窃、 火灾等其他灾害的总称。 狭义的学校

安全事故， 是指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学生受

伤、 疾病、 死亡事故。 其基本内涵包括： （1） 安全事

故发生在中小学生接受学校教育期间 （未在校学习的

未成年人不属此范围）。 （2） 行为人已经对受害者造

成了伤害结果 （受伤、 致残或死亡）， 即伤害事实的存

在。 （3） 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相关 （与学校活动无关

的 个 人 行 为 不 属 于 此 范 围 ）。 （4） 如 果 学 校 有 过 错，
对此要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

二、 学校安全事故的归因

1.学校方面的原因。
（1） 教育教学设施老化、 陈旧、 设置不当以及使

用假冒伪劣产品。 （2） 制度不严，管理不善。 （3） 学

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工作责任心不强。 （4） 体罚或

变相体罚。 （5） 安全保护措施不力。 （6） 学校创收

活动的原因。

2.学生方面的原因。
（1） 学生之间相互打闹引发的安全事故。 （2） 学

生的特殊体质或疾病。 （3） 学生自尊心较强， 心理承

受能力低。

3.不可抗力原因。
所谓不可抗力，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通则》 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解释， 是指不能预见、 不

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因不可抗力引起的伤

害，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通则》 的规定，
不承担责任。 如地震、 风暴、 海啸等自然灾害引起的

伤害。
三、 学校安全事故的预防

1.健全规章制度， 制定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安全防范

措施。
中 小 学 校 是 学 生 聚 集 的 场 所 ， 要 进 行 有 效 管 理 ，

必须健全制度。 包括实验室安全操作、 教学设备保养

维护、 门卫制度、 食宿制度、 课间休息制度、 体育活

动安全保护制度、 教师日常行为规范、 教师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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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是职责使然； 教师恪守职业道德， 是人性使然。 教师凭着一颗坦诚的心，

无愧于自己， 无愧于学生， 无愧于教育事业， 就足够了。 无愧即心安， 一生无愧， 永恒坚守， 便是崇高。

———湖北省谷城县紫金镇中心学校 刘堂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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