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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校内出意外
尽到看护照顾义务的学校可免责

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了校园里，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问题成了绕
不过去的话题。有家长简单地认为，孩子在学校里发生了意外，学校多
少都有责任，就像近日湖南一家法院发布的两起案例中，学校都成了被
告，但最终法院判定一所学校有责任，一所学校无责。江苏东晟律师事
务所刘钰律师分析认为，法院的判决表明，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伤害
事故，学校是否需要担责，要看学校是否尽到了七个方面的义务，也就是
是否尽到了看护照顾义务。

案例一：小田与小雷是小学六
年级学生。一天老师组织学生放
学，小雷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玩耍时
绊倒旁边的小田，导致其门牙折
断。随后小田前往医院就诊，产生
医疗费3万余元，后续治疗费用
7400元，且15年左右需更换一次
新牙。

因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小
田将小雷及其家长、某小学一并诉
至法院。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法院经
审理认为，小雷将近12周岁，应当
知晓玩耍动作可能会带来的危险
性仍予实施，应对小田的损害后果
承担赔偿责任。某小学作为教育
机构，对学生在校期间应当履行教
育、管理职责，应当知晓小学生心
智尚未成熟，具有自我控制能力较
低、活泼好动的特点。事发时老师
组织放学，走廊上已有一部分学生
但未有老师在场管理，老师未及时
制止小雷的危险行为，因此某小学
管理上存在一定疏漏，应承担相应
的过错责任。

综上，法院酌定由小雷承担
80%、某小学承担20%的赔偿责
任。因小雷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赔偿由其监护人承担。一审判
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案例二：小轩与小博是小学六
年级学生。某日课间休息期间，小
轩蹦跳着出了教室，到路口被在走
廊上追逐奔跑的小博从侧后方撞
倒，小博的身体从侧后方压在小轩
身上。经诊断，小轩右手臂骨折，
花费医疗费2300余元。小轩伤后
休息120日，护理60日，营养90
日，后续仍需适当康复治疗。

因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小

轩将小博及其家长、某小学诉至法
院。

庭审中某小学辩称，学校已尽
到足够的教育、管理职责，并提交
了《安全教育指导手册》《学生安全
告家长书》《班级日志》、安全工作
计划、校园安全主题班会照片、现
场安全活动提示语照片等予以佐
证。

天元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现场监控，小博在学校走廊上与其
他同学追逐奔跑，没有注意到前方
经过的小轩，没有及时采取避让措
施是导致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
负事故主要责任。小轩蹦跳着到
路口，没有注意观察周边的状况，
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应承担一定
的过错责任。

某小学举证证明对学生进行
了一系列的安全和校纪校规教育，
尽到了必要的教育、管理职责。并
且事故发生在课间休息期间，学校
不可能安排教职员工对每位学生
进行跟踪管理及防护。虽然事故
的发生源于学生的追逐奔跑，但活
泼好动正是小孩的天性，如果要求
学校的管理严格到完全限制这种
天性，可能会产生另一种不良的后
果。因此法院认为某小学不应承
担本次事故的侵权责任。

经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过错责
任大小，法院判决小博及其家长承
担事故损失
80%的赔偿
责任，小轩
自担20%的
损失。一审
判决后，原
被告均未上
诉。

都是学生在校内受伤，
一个学校有责一个无责

记者：这两个案例都是学
生在校发生的意外伤害，为什
么同一个法院认定一个学校
有责任，而另一个学校无责？

刘钰：案例一和案例二
中，学生在校内发生意外伤
害，但法院对于学校是否承担
责任的判定不同，主要区别在
于这两个案例中，学校的管理
和监督责任的履行情况不同。

在案例一中，小雷在放学
时的玩耍行为导致小田受伤，
而当时没有老师在场进行管
理或制止，说明学校在管理上
存在疏漏。根据《学生伤害事
故处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学校的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
疏漏或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
任。因此，法院判决学校承担
20%的责任。

而在案例二中，小轩在课
间休息时被小博撞倒，学校提
供了安全教育和校纪校规教
育的证据，但事故发生在课间
休息期间，学校不可能对每位
学生进行跟踪管理。法院也
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必要的
教育和管理职责，且活泼好动
是孩子的天性，如果要求学校
管理过于严格，可能会产生不
良后果。因此，根据《学生伤
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
规定，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法律责任。

总结来说，两个案例的主
要区别在于事故发生时学校
的管理和监督情况，以及学校
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教育和管
理职责。如果学校未能提供
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尽到相
关职责，或者存在明显的管理
疏漏，那么学校可能需要承担
相应的责任。反之，如果学校
能够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应有
的职责，且事故的发生与学校
的管理无直接关联，那么学校
可能不承担责任。

记者：对于学生在校期间
的人身安全来说，学校到底需
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必须
满足了什么样的条件，学校才
能免除自身的责任？

刘钰：学校在学生在校期
间的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
责任和义务。

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
规定》和《中小学幼儿园安全
管理办法》，学校需要建立和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尽到看护
照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1.制
定和执行安全政策和管理制
度，确保学校规章制度的顺利
执行；2.进行定期的安全评估
和检查，发现并解决潜在的安
全隐患；3.配备专业的安全保
卫人员，负责校园内的安全巡
逻和防范工作；4.加强与社区、

公安、消防、卫生等部门的联
系，共同维护校园及周边安
全；5.建立安全工作奖惩制度，
把安全工作纳入各部门、个人
履职考核；6.组织召开学校安
全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分析研
究学校安全工作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7.遇到突发事件立即
组织安全领导小组启动应急
预案，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
挥。

学校必须保证已经采取
了上述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
已经尽到了管理和保护的责
任，来防止事故的发生，才能
免除自身责任。

像案例中那样，如果事故
是由不可抗力或者学生本人的
故意或不良行为造成的，为了
证明学校已经满足了这些条
件，学校需要提供相关的文件
和记录，例如安全管理制度文
件、安全检查记录、安全教育和
培训记录、应急预案和演练记
录、发生事故时的监控录像等，
才有可能免除自身责任。

记者：学生在校期间如果
发生了意外情况，一般情况下
如何划分各方的责任？

刘钰：在发生意外情况
后，对于责任的划分，通常需
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
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二是学校是否已经采取了必
要的安全措施；三是学生、家
长、教师或其他相关人员的行
为是否有过错；四是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总之，根据《民法典》的相
关规定，如果学校能够证明其
已经尽到了教育和管理职责，
那么可以不承担责任。如果
学校未尽到职责，应当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如果事
故是由第三方造成的，那么第
三方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学校
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
的补充责任。

在具体案件中，法院会根
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责
任的划分。例如，如果学生在
校园内受伤，学校可能需要承
担主要赔偿责任，尤其是当学
校无法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安
全管理职责时。同时，如果造
成伤害的学生是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其监护人也需要承
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记者：对于家长来说，应该
如何正确看待孩子在学校发生
意外？应该如何与学校配合，
共同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刘钰：尽管孩子都是家长
的心头肉，都不愿意孩子在学
校期间发生任何意外，但如果
真的发生了意外，我认为家长
首先需要保持冷静，以理性和
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意外事件，

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火
撒在学校头上。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
和相关教育指导手册，家长和
学校应当建立合作机制，共同
预防和处理意外情况的发生，
具体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看待意外：家
长应该理解学校是孩子学习
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意外有
时难以完全避免，重要的是如
何通过教育和预防来减少意
外发生的概率。

第二，及时与学校沟通：
家长应该与学校保持开放和
积极的沟通，了解学校在安全
管理方面的措施和政策，同时
也向学校反映自己的观点和
建议。

第三，参与学校活动：家
长可以通过参与学校组织的
安全教育活动、家长会等方
式，与学校共同教育孩子，提
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

第四，加强家校合作：家
长和学校应当共同承担起教
育孩子的责任，通过家校合
作，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五，积极依法施教：根
据《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应
当履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积极参与学校和社区提供的
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学习《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
确保教育的连贯性和效果。

第六，构建心理支持：家
长应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提
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安慰，帮
助孩子正确处理和恢复从意
外事件中带来的心理影响。

第七，制定预防措施：家
长和学校应共同制定预防措
施，如安全教育、应急预案演
练等，以提高孩子对潜在危险
的认识和应对能力。

第八，完善处理流程：在
意外发生后，学校应遵循快速
响应、救助优先、尊重事实、法
理与情理相融等原则，合理、
高效地处理事件，并与家长进
行充分沟通。

通过上述措施，我认为家
长和学校可以共同为孩子营
造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成长
环境。

学校免责需证明尽到7个方面的看护照顾义务

刘钰 江苏东晟律师事务
所专职律师，擅长合同纠纷、
婚姻家事纠纷、经济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