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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人们经常能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高校学生事故的新闻。这些高校学生伤害事

故类型多样，产生原因复杂，处理起来困难，如果高校处理不善，或者处理不够及时，就会遭到各方的

谴责和批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高校学生事故都需要高校承担所有责任，很多时候它涉及多方因素。

因此，本文基于国家教育部出台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进一步厘清其中的权责关系，分析现阶

段高校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应通过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大学生

的心理辅导和利用新媒体的力量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来预防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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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nline media, people can often see some news about college stu-
dent accidents on the Internet. These college student injury accidents are of various types, have 
complex causes and a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and i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o not deal with 
them well or in a timely manner, they will be condemned and criticised by all parties. However, 
not all college student accidents requi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take all the responsibility, 
and very often it involves multiple factor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Measures for Handling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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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ry Accident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this paper further clarifi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alyses some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handling college student injury accidents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argues that we should acce-
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strengthen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use the power of the new media to create a good campus atmosphere for the 
prevention of student injury acci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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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校不断扩招造成大学生人数大量增加，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频率也日益提高，

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给学校的管理工作、教学工作、学生本人及其家庭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究其

根本，主要是由于高校学生心理素质不够过硬，法律意识淡薄，学校相关管理制度不够明确造成的。因

此，从法律的角度来探析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的法律责任，进而健全相关管理调节机制，这对维护高校

和学生的切实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建设现代化法治构架国家有着非常大的现实价值。 

2.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界定 

目前，由于我国还没有为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相关问题专门立法，所以大部分高校在处理学校伤

害事故时，大多依据国家教育部在 2002 年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但

是《办法》里的条例规定主要针对的是中小学生，高校大学生与中小学生不同，绝大数高校大学生已

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大多时候还要参考《民法典》《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来解决相应的问

题。 

2.1.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 

在教育部颁布的《办法》总则第二条中明确规定：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

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

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的处理，适用本办法[1]。依据这条规定，我们认为只有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才

能构成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一是受害对象是特定的，受害对象只能是在我国高等学校学习生活的在读学

生，通常意义上我国高等学校分为三种类型：公办本科、民办本科、独立学院。二是受害地点是特定的，

要在高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高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或者发生在该高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

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内。三是伤害的行为对学生产生一定的人身损害后果。法律上这种人身损害不仅

包含身体伤害，还包含精神伤害。 
总结而言，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就是大学生在参加高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高校组织的校外活动

时，以及在高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该学生人身

损害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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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特点 

2.2.1. 伤害事故类型多样 
高校生学生伤害事故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光是按照责任主体进行分类，就分为以下四种：高校过

错责任型、学生过错责任型、第三方过错责任型以及意外事故类型。笔者将会在下文对于这四种类型的

学校伤害事故进行简要分析，只有分清了责任主体，才能对于事件进行公正处理[2]。 

2.2.2. 伤害事故原因复杂 
一件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往往有多方面因素的介入，除了学生自身，往往还涉及高校管理方面

和第三方责任人。因此，在对学生伤害事故进行调查时，必须全面具体，调查清楚各方因素与事故发生

之间因果关系比例的大小，以及搞清楚他们对于事故产生结果严重程度影响的大小。 

2.2.3. 伤害事故处理困难 
由于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类型多样、造成其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旦发生情况较为严重的事故，

如学生由于事故出现了伤残、死亡等，将会牵扯到多方因素，导致事件在处理时产生诸多困难，必须多

方位、全面考量，进行严格的法律责任认定，并做好令各方满意的赔偿措施。 

3.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责任认定 

3.1.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分类 

根据责任主体的不同划分，可以将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探讨：高校过错责任型、学

生过错责任型和第三方过错责任型[3]。 

3.1.1. 高校过错责任型 
高校过错责任型一般是指高校及其教职员工由于没有履行应尽的法律职责，或因学校管理不当而导

致学生受到人身伤害，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责任。主要情况具体如下：学校的公共设施、

教学设备没有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或没有进行定期检查导致安全事故、学校食品或医疗安全问题出现纰漏、

学校未能在组织的户外活动给予学生相应的安全保障、学生突发疾病没有及时送诊以致学生病情加重、

学校教师对于学生进行人身伤害等等[4]。出现以上这些情况，高校应承担相应的损伤赔偿责任。 

3.1.2. 学生过错责任型 
学生过错责任型一般是指由于学生自身过错而造成其他学生受到人身伤害而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主要情况如下：学生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或学校纪律和规章制度，对其他学生实施伤害的行为、教师对

于学生危险的行为加以劝阻、告诫之后，学生仍不改正，导致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学生对自己所患的

严重疾病故意隐瞒而产生严重的后果等等。由这些原因造成事故的，学生本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

担自己承担后果。 

3.1.3. 第三方过错责任型 
第三方过错责任型是指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由于除了高校和学生本人以外的第三方的过错而导致学

生伤害事故发生，比如校外人员在校内施行了暴力侵犯行为，因学校安排活动所联系的校外经营者或校

外的活动相关人员犯下过错致使事故的发生，由第三方负法定的责任。 

3.2.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归则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致使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用来追究判定侵

权人民事责任的原则。在我国，归责原则大概分为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三种。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677


祝叶惠 
 

 

DOI: 10.12677/ojls.2023.116677 4748 法学 
 

我们可以通过归责原则来确定侵权行为人在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需要承担多少的民事责任。 

3.2.1. 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中主要采取的归责原则，根据《侵权责任法》《民法通

则》等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学生伤害事故在责任认定时，应依据过错责任原则进行责任的分担，以各方

行为产生过错的严重程度以及与过错产生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大小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 

3.2.2. 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所做的行为及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应担承担的法律

责任。《民法通则》的 106 条第 3 款规定：尽管行为人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

为人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大学学生伤害事故中，如果出现了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则依据无过错原

则进行处理[6]。 

3.2.3. 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是指事件当事人各方都对于伤害结果的产生都没有过错，并不能推定是哪方过错，必

须有人来承担法律责任以弥补损失和体现公平时采取的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要求各方当事人依据实

际情况来分担法律责任，而对于“实际情况”的考察包括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出现较严重的损害程度，

二是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4.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存在的问题 

4.1. 对于高校的负面舆论影响较大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一旦发生，如果处理不当，再经网络舆论的发酵，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高校会被瞬时推上风口浪尖。在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的现下，群众们则充当起了“小法官”的角色，先是

各抒己见，对于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再对高校施加压力，要求高校严厉的处理此类事件。如果高校处

理的不够及时、或者有失公平，则会引起一场舆论危机，产生极大的破坏性[7]。如一些公众号会恶意诋

毁高校，出现网络谩骂、无故质疑教育部门和法律部门等。若不加以干预，久而久之，民众会对高校甚

至政府失去信心，个体事件会上升至公共事件，对于学生、高校、社会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严重危害社

会安定。 

4.2. 赔偿金额过于高昂 

高校在处理相关事件时，出于舆论和尽快解决问题的压力，往往会选择用赔偿金的方式与学生家

长进行和解。但由于没有具体的高校学生伤害事故赔偿规定，经常会被学生家长狮子大开口要价。高

昂的赔偿价格给高校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很多高校难以负荷一笔又一笔的赔偿金额，只能通过挪

用国家财政拨款的专门教育经费来解决问题[8]。有些高校为了减少高校伤害事故的发生，会减少学生

的课外活动，并暂停、中止一些有风险的体育项目，这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展开是非

常不利的。 

4.3. 没有统一的判决标准 

由于关于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案件的法律不够明确，导致高校在处理相关事件时，并不能统一判决标

准，更多的时候依靠高校管理人员的主观价值对事件进行裁判。就会出现不同高校对于同类案件或者相

似案件处理结果相差很大的情况，这样会使得案件受害者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社会公众也会对于高校

的处理方式进行比较，这极大的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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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对策 

5.1. 加快完善学生伤害事故的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凡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高校

作为学生成年后接触的第一个小型社会，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10]。但是，目前我国相关的

法律制度仍然是不够完善的，导致高校在处理此类事故时会出现不及时、不公平、不公正等问题，所以

国家需要尽快针对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专门立法，在立法时不仅要明确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而

且要明确赔偿机制，保证在处理相关纠纷时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5.2. 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和法治教育 

高校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也是学生生活的地方。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迷惘期，刚刚离开父母，

独自参与集体生活。经最近调查表明，不少大学生有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压力，包括家庭压力、学业压力、

感情压力、宿舍压力等等，过多的心理压力堆积起来甚至会导致产生心理疾病，所以宿舍互殴事件、学

生自杀事件时常发生。因此，高校应当重视学生的心理素质状况，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评估，建立健全

心理咨询室和开展心理知识讲座，为学生提供相应心理咨询和心理指导，替学生疏解压力，切实地从学

生的角度出发，处理学生遇到的难题[11]。高校学生是为祖国奋斗的新兴青年，是建设祖国的希望与栋梁，

更应该知法、守法，只有知法才不会犯法。高校要加强法制教育，多多开展法治课堂来向学生普及法律

知识，引导学生学会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做到从根源上预防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5.3. 加强高校安全管理工作，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降低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频率，高校应当提高校园安全防范意识，建全校园

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监督机制。不仅要保证教学活动区的安全，也要重点排查学生公寓、学生活动区域

的设施。对保卫处的工作人员进行统一的培训和考察，安排日常的巡逻工作和安检工作。在出现可能会

损害学生安全的公共事件时，学校要事前做好预防工作，并且在第一时间通知学生予以防范，努力将损

伤降到最低。 

5.4. 利用新媒体的力量了解学生诉求，营造法治校园氛围 

当前，互联网已经融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媒体的形态也演变的多种多样。高校管理层应

把握时代潮流风向，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来了解学生的诉求、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搜集相关信息、设

立网上信箱等等[12]。也可以通过线上课堂来引导学生学会化解矛盾，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高校与

高校之间也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信息互通，经常相互学习交流，同步提高对于学生事故处理的解决能力。 

6. 结语 

依法治国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护了社会和谐和保证了社

会的长治久安。这要求国家教育部和法律部门给予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更多的关注，尽早地完善相关的法

律制度，明确法律责任的界定，通过法律手段降低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频率，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

良好的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高校也应当采取科学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方式，切实地解决学生的问题，为

学生的生活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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