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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学安全管理制度是校园安全的基石。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需要从师生避险、危机处置、学校

发展、学生健康成长、应急管理过程和平安校园建设等六个角度思考，这六个角度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完整的立体视

角。通过这一立体视角，促成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立体体系的建成，促进中小学校安全、舒适、放心、平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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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校园内安全是中小学的基础性工作。校

园安全是学校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也是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的有力支撑，校园安全的重要性可见

一斑。建立和完善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

管理制度，施行责任追究制度是保障当前校园安

全的不二法门。只有从多维视角去思考，才可以

建立和完善中小学校园安全制度，完成全面的系

统的学校安全管理制度立体体系。
根据目前对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及其制度的认

知成果，可以从以下视角出发，寻求建立和完善中

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的方法，打牢校园安全基底，

建设安全、舒适、放心、平安校园。

1 师生避险视角: 建立和完善校园安全基

础性制度，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

师生避险视角，是一种消极应对校园突发事

件的视角。这种视角从师生逃避风险的角度出发

建立和完善校园安全制度。众所周知，在现代校

园中，师生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多，这就要求师生尽

可能地逃避各种风险。相应的，学校根据师生避

险的需要，制定避险的各种安全管理制度。这些

制度成为保障校园安全的基本制度，即基础性校

园安全制度。基础性校园安全制度不是一项制

度，而是针对不同风险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是一

个制度集合，也可以说是基础性校园安全制度

体系。
基础性校园安全制度 ( 体系) 的建立和完善

是建立在对校园风险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

上的。而我们对校园风险的认识是逐步累积的，

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对基础性校园安全制度

( 体系) 的认识也是逐步累积的，不是一蹴而就

的。中小学校园存在哪些风险，相应的就制定应

对这些风险的基础性制度。
从宏观上来说，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中小学校园存在由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而引发的风

险。根据 2005 年教育部《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预案》，除了以上四种风险，结合教育系统的

特点，还存在网络与信息安全、考试安全两种风

险，合计 6 种风险。当然，这些风险都还是抽象

的、宏观的，而不是具体的。因此，各地教育部门

根据各地特点以及各自理解，有的认为中小学校

存在风险多达 13 种，有的认为存在风险 4 种［1］。

其实这些认识也还是从宏观上来说的。从微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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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小学校存在的风险更多。根据学者研究，师

生存在的风险主要有学校保卫( 门卫) 风险、学生

上下学风险、学生接送和交接风险、学生考勤和请

假风险、课间活动风险、普通课堂活动风险、体育

活动风险、实验课风险、大型活动风险、集体校外

活动风险、学生劳动风险、勤工俭学风险、校园拥

挤踩踏风险、校园设施风险、宿舍安全风险、食品

安全风险、食堂用餐安全风险、特殊体质学生风

险、传染病风险、校园消防安全风险、交通安全风

险、校车安全风险、周边环境安全风险、校园网络

信息安全风险、考试安全风险、学生心理疾病风

险、学生人身伤害风险等［2］。实际上，以上风险

类型还没有穷尽所有的校园风险，中小学校园存

在的风险还有很多。学界现在对中小学校存在风

险的微观研究还处于举例性质阶段，还不够细致。

因此，对中小学校存在的各种微观风险的研究还

有待深入。学校应急管理部门和应急管理工作者

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借鉴，小心求证，制

定最合理的微观风险应对制度。

学校主管应急管理工作的人员和领导要深入

工作实际，发现风险，规避风险，建立和完善各种

规避风险的基本安全制度。风险的区分与识别往

往会影响规避与预防，影响师生安全，影响平安校

园建设。在有关中小学校安全管理的书籍中，研

究者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大体把微观风险归

入宏观分类当中。因此，具体的应急管理者和工

作人员要根据工作实际，灵活应对。实际上，对于

中小学校的微观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突发事件，

即使是研究者，也存在不同的认识。由于研究者

研究( 看问题) 的出发点和目标不同，对于相同风

险导致的突发事件，有人归于此类，有人归于彼

类。最相混淆的是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和社会安

全事件类突发事件。所以，对于各种微观风险引

发的突发事件，在宏观归类中，一定也要进行细致

的区分; 对于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一定要做

出合理的定义和解释。中小学校应急管理部门和

应急管理工作者要站在规避风险的角度，根据自

身学校、校园存在风险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基础性

规章制度，规避风险，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体现

学校自身安全管理制度( 体系) 的个性化特点。

2 危机处理视角: 建立和完善校园应急预

案制度、预案演练制度、学校安全教育

制度、应急管理协同制度、应急管理应

对制度，及时应对突发事件

危机处理视角，也是一种消极应对中小学校

突发事件的视角。风险规避视角从风险出发，危

机处理视角从危机出发。风险规避是避免师生可

能遭受的重大损失，目的是“防患于未然”; 危机

处理是 危 害 发 生 后，“把 损 失 控 制 在 最 小 限 度

内”［3］。所以，风险搭配“规避”，危机搭配“处置、
处理”。

站在危机处置的现场，学校应急管理部门应

快速做出反应，尽快处理突发事件，不使危害扩

大。因此，面对不同的突发事件，需要不同的处置

方案，这就需要长远的规划，而不是临时抱佛脚的

行动。应急管理预案的建立不是想当然写出来的

( 这一点往往体现应急管理者的认识，也影响其

工作) ，而是在总结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过程中

明白过来的。我国重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

2003 年 SAＲS 之后。国家历经 5 年的努力建立应

急管理的“一案三制”［4］30，并得到推行; 中小学校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也是在此之后才得到广泛推

广。中小学校应急预案应包括中小学校总体应急

预案和不同类型突发事件具体应急预案。对于中

小学校总体应急预案的准备，学者意见基本一致，

但到底有哪些应急预案，学者表述各不相同。有

学者认为中小学校要有以下具体应急预案，如火

灾事故应急预案、集体中毒事件应急预案、校外不

法人员进入校内实施暴力或抢劫事件应急预案、
学校地震应急预案、外出大型活动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等［3］359 ; 有学者认为具体应急预案应包括突

发集体中毒事件应急预案、突发性传染病疫情应

急预案、教学楼应急疏散预案、对集体性骚乱、冲
击校园、重大群体性学生械斗应急预案、学生意外

伤亡引发伤亡者家属聚众冲击学校应急预案、反
恐工作应急预案、突发后勤安全保障事件应急预

案、火灾事故应急工作预案、学生公寓火灾应急疏

散预案、图书馆库房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等［5］1－31。
虽然学者们对中小学校具体应急预案的建议各有

不同，但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举要性质的指出一

些具体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二是都没有穷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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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突发事件处置的种种情况。这说明，首先，

一方面，各地区、学校之间突发事件发生的状况、

概率不同，学者们处于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应急管

理经验，因此命名时强调不同的重点; 另一方面，

各地区、各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不同中有相同

之处，即对于某些突发事件，无论南北都有可能发

生，都有相似经验。其次，从学者们对于具体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的命名来说，也存在命名不统一的

情况。这说明，对于中小学校突发事件的研究，经

验研究还是占据主导地位; 还没有统一规范的术

语。研究中小学校应急管理工作的学者应共同关

注中小学校突发事件处置和研究，建立统一的名

称术语，方便累积性地建立应急管理学术成果，共

同促进中小学校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所以，中

小学校建立和完善应急预案制度至关重要，以免

应急管理者临事不知所措，贻误战机。

为了贯彻应急预案制度，各种具体应急预案

出台以后，中小学校还要加强应急预案的演练，建

立和完善应急预案演练制度。只有平时的汗水才

能换来最后的成果; 而任何成果也都不可能是临

时的绝佳发挥，而是长年累月锻炼、积累的结果。
2008 年“5·12”汶川地震，北川县北川中学 21 个

教室约 1 000 人，除个别学生逃生外，大部分被掩

埋在废墟下［1］3－5 ; 而桑枣中学 2 200 多名师生在 1

分 36 秒的时间内撤离到安全地带，“创造了无一

人伤亡的奇迹，该校扎扎实实地开展校园安全教

育和演练。”［3］390－403可见，开展应急预案演练的重

要性。中小学校要建立和完善各种应急预案演练

制度，纠正目前对于应急演练的错误认识，定期开

展应急预案演练工作。
在安全教育中，要让师生认识到应急演练的

重要性，认识应急管理的重要性，知道突发事件的

应对方法，才能提升师生应急管理的能力，知道发

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采取什么样有效的处置措

施，这就是安全教育的内容。师生应急能力的提

升与安全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中小学校要

根据《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开

设安全教育课程，建立完备的安全教育制度，落实

应急管理措施。

总之，从危机处理视角建立和完善校园安全

制度，就要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的各种预案，

对师生进行各种预案的演练，进行各种安全教育，

建立和完善中小学校各部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协

同制度、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决策制度、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实施制度等各种制度。站在危机处置的角

度，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目的是发生突发事件

时，中小学校应急管理部门能尽快做出反应，把突

发事件带来的危害控制在“最小限度内”。

3 学校发展视角: 建立和完善校园风险监

测评价制度，为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和教

育质量服务

规避风险视角和危机应对视角这两种视角纯

粹是从应急管理者被动应付各种风险、危机而建立

起来的各种安全管理制度，这种消极应对而建立起

来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称为校园安全管理制度

1. 0，学校发展视角是从积极建设的角度来思考中

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寻求建立和完善中小学校安

全管理制度体系的 2. 0。之所以称安全管理制度

体系 2. 0，就是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和完善已经摆脱

了消极应对的局面，由征服应急管理到了改造应急

管理，积极创造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促进了应急管

理者人的发展，从被动挨打变成为我所用、为我所

控，我成了应急管理的主动者，而不是被动者。
校园安全是学校管理的基石，也是学校生存

的生命线。站在促进学校发展的角度思考中小学

校的各项安全制度，能更高层次地建立和完善学

校安全管理制度，建构严谨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
营造安全校园环境，是校方的基本职责。为

了学校安全、舒适、放心发展，学校要成立专门的

安全管理机构，采用定期监测评价和不定期监测

评价相结合的办法，监测风险，评估风险; 发现风

险，适时处理风险，把校园风险降到最低。所以，

中小学校应急管理部门要建立风险监测和风险评

价制度，不断监测和评估校园风险，保障校园安

全; 同时，要建立风险评估反馈制度、校园风险及

时处理制度、消除风险保障安全财务优先制度等，

把安全校园建设放在基底位置，树立安全第一的

理念。试想，没有基底的房子，空中楼阁如何安

身? 学校管理，安全是基底。建立和完善校园风

险监测、风险评价制度刻不容缓。校园安全了，教

育教学才有安宁的环境; 学校的管理水平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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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才能得到体现; 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才能得

到提高，学校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4 学生发展视角: 建立和完善心理健康教

育制度、心理咨询制度、心理干预制度、
校园岗位责任制度等，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

学生发展视角也是从积极建设的角度来思考

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寻求建立和完善中小学

校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的 2．0。学校发展，要依靠学

生的发展; 学生发展，能促进学校的发展。学生发

展，首先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国外研究数据

显示，自杀危机成为青少年死亡的重要原因，自杀

也成为我国 15～ 34 岁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3］265。
据统计，在自杀死亡的学生中，心理因素和家庭因

素占主要位置。为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学校应

建立心理筛查制度，加强学生心理的筛查工作; 建

立和完善心理特殊学生档案制度，关注心理特殊

学生，学校要为这些学生提供心理支持; 建立心理

健康教育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形

式，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举办丰富多彩的心理

文化活动; 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制度，为暂时心理有

问题的学生提供心理帮助，解决疑惑; 建立心理干

预制度，为突发事件的经历者或特殊需要的学生

提供心理干预。
中小学校还要建立和完善校园岗位责任制

度，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优良环境。2013 年，教

育部 办 公 厅 印 发《中 小 学 校 岗 位 安 全 工 作 指

南》［6］361－382，明确了中小学校 40 个岗位的岗位职

责。各中小学校要认真遵照执行，并根据学校的

实际情况进行合理修订，建立和完善自己学校的

校园岗位责任制度，使各岗位的职责更加明确，更

加完善，更具有可操作性。总之，学校要以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为出发点，以人为本，建立和完善学校

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全面、系统的中小学校安全管

理制度体系。

5 校园安全管理过程视角: 建立和完善校

园安全过程性制度，对学校安全进行动

态管理，形成安全管理档案制度

从规避风险、危机处置、学校发展、学生发展

四个视角建立和完善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完成校

园安全管理的基本制度的建设。这四个视角，实

际上包含两个方面，即消极应对和积极建设。从

消极应对的角度，建立和完善了中小学校安全管

理制度的 1．0 体系; 从积极建设的角度，在 1．0 体

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

度的 2．0 体系。这两个体系，还只是出于中小学

校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的基础阶段( 虽然包含的是

基础性、常用的安全管理制度，但大体的安全管理

制度体系已然具备) 。可是这一管理制度依然不

够完整，不够全面，也不够系统。它们只是一个轴

的两端，还缺少一个与它垂直的纵轴与它构成一

个平面。也就是说，前面四个视角只是一条线的

安全管理制度体系，还不是一个面的安全管理制

度体系。有了校园安全管理过程视角，系统全面

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才有经有纬，才算初具

规模。也就是说，学校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形成了

一个面，进入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的 2．1 版( 之

所以只是进入了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的 2．1，而不是

3．0，是因为 2．0 出现时，2．1 也同时纳入中小学校

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当中。换句话说，当应急

管理者从消极应对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时，积极建

设也就解放了应急管理者和应急管理研究者的视

野，使得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的横轴和纵

轴同时进入制度建设者的视野，这样，中小学校安

全管理制度体系横轴制度和纵轴制度同时得到考

虑，同步得到发展) 。

站在校园安全管理过程的角度，中小学校安

全管理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还应从以下四个方

面考虑，即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

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因此，相应地，要建立和

完善中小学校安全管理预防与应急准备制度、监
测与预警制度、应急管理处置与救援制度、恢复与

重建制度等过程性安全管理 ( 应急管理) 制度。

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当然，在应急管理过程性制度中，有一些制度

可能在基础性制度体系中已涉及，但站在过程角

度去审视，会有新的启发、新的发现。这些基础的

安全管理制度，甚至基础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还

是可以升级的，如升级为 1． 1 ( 体系) ，1． 1． 1 ( 体

系) ，1．2( 体系) ，1．2．1( 体系) ，2．0．1( 体系)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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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 ，3．0．1( 体系) ，3．1．1( 体系) 等。每次升级

后的系统都应该兼容升级前的版本，像计算机软

件一样，每次升级只是弥补升级前软件的漏洞，增

加新的功能，更好地改变体系适用范围。
因此，站在应急管理过程视角建立和完善中

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

度体系才有经有纬。通过安全制度的经纬网格，

会发现安全管理制度得到完善的位移变化轨迹。
这些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能在安全管理制度的两

维空间中找到完善的方向和空间，甚至可以在这

两维空间中找到制度空隙，进而制定新制度，填补

制度空隙，让中小学校园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更系

统、更全面、更完整。比如，在中小学校安全管理

制度体系的系统化、全面化、完整化建设中，还会

牵涉到中小学校与周边单位、相关单位、主管单

位、当地政府及其部门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

的协作问题。这为我们建立应急管理协作制度、
校园周边安全处理制度等打下基础。由此可见，

中小学校的安全不仅是学校自身努力的结果，也

有待社会各方的支持，尤其是各部门各单位的协

同支持。总之，站在应急管理过程的角度去建立

和完善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会发现要保

障学校的安全，需要许多必需的程序性制度 ( 过

程性安全管理制度大部分是程序性制度) 和制约

机制来调节。

6 建设平安校园视角: 建立和完善校园安

全正式制度，建设校园安全文化

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了 2． 1 版的升

级，还只是处在平面的建设当中。为了全方位地

提升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建设，保障中小学校园的

安全，促进学校和学生的发展，必须把中小学校园

安全制度体系提升到立体网络格局当中来，才能

让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更为完善、科学，更

有文化气息，这就是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的 3．0
版———立体系统版。要达到这一境界，中小学校

应急管理部门就必须从被动、主动应对，提升到更

高层级的校园安全文化制度建设和营造上来，这

就是平安校园建设工作。
站在建设平安校园的视角看待建立和完善中

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实际上就是把系统化、全面

化的安全管理制度立体化，给它增加厚度。从前

面五种视角建立和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把

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地升级，但从学

理上来说，这些制度主要是非正式制度［7］。平安

校园建设需要，就必须把这些制度提纯、求精、拔
高，成为指导学校安全管理的正式制度文本，也就

是专业性的安全管理制度、专门化的安全管理制

度，即能大范围使用的中小学校安全管理法律

法规。
2003 年 SAＲS 以来，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得到

国家和社会重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教育部

相继颁布了有关中小学校安全管理的一些法律法

规，把中小学校应急管理的经验总结起来，经过专

家的提纯，形成正式制度文本( 截至 2011 年 6 月，

有关部门发布关于校园安全的法律 7 部，部门规

章 11 部，地方性法规 37 部，部门规章 21 部，其他

规范性文件 200 多部［8］) ，提升了中小学校安全

管理的专业化、专门化。尤其是 2015 年，公 治

［2015］168 号《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

( 试行) 》的颁布，为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安全防范

指明了路径，平安校园建设有章可循。
当然，建设平安校园，不仅需要这些正式制度

的指导，也需要中小学校在安全管理应急工作中

落实这些正式制度; 同时，学校也要把这些正式制

度与本校的基础性非正式制度结合起来，把取得

的安全管理应急工作经验和学校文化建设结合起

来，让安全理论深入师生的灵魂深处，建设平安校

园文化，营造平安校园环境。最好的制度就是让

制度深入骨髓，不用发生事情才找来制度，照章办

事，而是无时无刻不自觉依制度办事、依安全文化

办事，自觉维护校园安全制度的尊严。这样，校园

安全制度才能深入人心，校园安全文化才真正建

立起来，平安校园建设才算真正完成。

7 结语

校园安全是学校管理的基底，也是学校发展

的生命线。校园安全，需要建立和完善全面的、系
统的、立体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经过多角

度的研究思考，经过多年的建设，不断完善，不断

升级，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由最初的被动应对

到主动建构，由线条式层级建设制度体系，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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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平面式制度体系，再到立体体系的形成，学

校安全管理制度的建设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转

换。校园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经取得了

相当可观的成绩，平安校园建设也深入人心; 建立

和完善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的立体框架也已经

搭成，但具体内容还在建设中。
从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历程

以及立体框架的形成特点来看，多角度、多视角建

设完善中小学校园安全管理制度是一条必由之

路。校园安全任重道远，安全制度的完善也不会

一蹴而就，它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角度的不同，出

现许多新的更适应时代、反映中小学校安全管理

规律的制度。但无论怎样，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制

度建立和完善都不会脱离安全管理制度立体体系

建构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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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ased on Stereoscopic Perspective

FU Shengyuna，HE Hub

( a． The 11th Middle School of Shaoyang;

b． Xiangzhong Normal College for Preschool Education，Shaoyang，422000，China)

Abstract: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the cornerstone of campus
safety．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we need to think from six perspectives: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the perspective of crisis management，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develop-
ment，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healthy growth，the perspectiv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and the perspec-
tive of safe campus construction． These six perspectives constitute a comprehensive，systematic and complete
stereoscopic perspective，through which related responsible people can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ree-
dimensional system of safety managemen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and promote the safety，comfort，
peace of mind and saf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establish and improve; stereo-
scop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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