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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律师的忠告:例说中小幼教师必知的75条法规》作者霍思明和刘静从多部法律中挑选出了与中小
幼教师关系最为密切的75个法规条款，结合具体案例解读其含义，并联系学校和教师工作的实际情况
，分析这些法条对教师日常工作的规范意义，指出相应的问题预防与应对策略，最后提炼出简单、明
确的法律建议，力图帮助教师准确掌握最需要的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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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思明第八届北京市律师协会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景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中
国教师报》法律顾问、“中国教师法律援助热线”特聘律师。
长期从事教育领域的法律研究，代理过数起较有影响的教育纠纷案件的诉讼，担任多家教育机构和学
校的法律顾问。
先后在《中国教师报》、《中国教育报》、《中小学管理》、《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200多篇论
文及律师咨询文章，已出版专著《给教9币的60条法律建议》、《校园安全制度手册》。
 刘静，第八届北京市律师协会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律师协会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北
京市实现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多家教育机构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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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学校的职责与管理 法规一我国的教育方针 法规二学校享有的权利 法规三学校应当履行的义务 
法规四学校不是学生的监护人，但须承担相应的安全职责 法规五《安全协议》不能免除学校应尽的安
全责任 法规六学校不得聘用两类人员担任教职工 法规七教师言论自由的界限 法规八对违纪学生的处
分应当依法进行 法规九建立学生申诉制度 第二章在校学生权益保护 法规十不得体罚学生 法规十一不
得侵犯学生的名誉权 法规十二不得侵犯学生的隐私权 法规十三不得搜查学生的身体 法规十四不得侵
犯学生的肖像权 法规十五不得侵犯学生的荣誉权 法规十六不得侵犯学生的通信自由权 法规十七不得
对学生进行罚款 法规十八不得没收学生的个人物品 法规十九不得开除尚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学
生 法规二十不得随意让学生停课 法规二十一要平等对待学生，不得歧视“差生” 第三章校园安全事
故的防范和处理 第一节校园安全事故的防范 法规二十二校园安全工作的防范体系 法规二十三学校应
提供安全的校舍、场地、设施、设备 法规二十四在易发生危险的地方要设立警示标志 法规二十五学
校在装修过程中应避免环境污染 法规二十六制定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法规二十七学校门卫岗位虽
小，责任重大 法规二十八安全教育，必不可少 法规二十九对校园设施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法规三十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防止发生火灾事故 法规三十一严把食品安全关，预防食物中毒 法规三十二建立
实验室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法规三十三做好学校的卫生保健和传染病防治工作 法规三十四学
生的体检和健康档案管理 法规三十五学生安全信息通报制度 法规三十六住宿学生安全管理制度 法规
三十七校车安全管理制度 法规三十八学校如何做好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法规三十九学校安全工作台账
的建设和管理 法规四十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制 法规四十一日常教学活动中的安全防
范 法规四十二大型集体活动的安全防范 法规四十三体育课和体育活动中的安全防范 法规四十四学生
上下学的交接制度 法规四十五学生拥挤踩踏事故的安全防范 法规四十六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危险性劳
动和商业性活动 法规四十七校园自然灾害事故的防范 法规四十八校园性侵犯案件的防范 法规四十九
校园暴力伤害案件的防范 第二节校园安全事故的处理 法规五十安全事故发生后学校的救助和通知义
务 法规五十一学校安全事故的报告 法规五十二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后如何判断学校应否担责 法规五十
三学生伤害事故的赔偿项目及费用标准 法规五十四投保校方责任险 第四章教师犯罪预防 法规五十五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 法规五十六侮辱罪 法规五十七非法拘禁罪 法规五十八强奸罪 法规五十九贪
污罪 法规六十受贿罪 法规六十一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第五章未成年人的校外保护 法规六十二监护人
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法规六十三监护人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法规六十四禁止在学校周边
设立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法规六十五禁止雇用童工 法规六十六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刑罚 第六章
教师职业保护与维权 法规六十七教师和学校之间系聘用合同关系 法规六十八学校能否向教师收取违
约金 法规六十九教师能否提前解除聘用合同 法规七十拖欠、克扣教师工资怎么办 法规七十一如何申
请工伤认定 法规七十二女教师的产假待遇 法规七十三如何提起教师申诉 法规七十四如何向法院起诉 
法规七十五对方不履行生效判决，胜诉方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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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近些年来，学校未经学生本人或其监护人同意，擅自在招生简章、招生广告中使用学生的
肖像，或者擅自将学生的照片制作成挂历并进行出售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也引发了不少纠纷。
学校能否使用学生的照片？
如果可以的话，怎样使用才是合法的？
这些问题让不少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感到困惑。
 任何人都希望维护自己良好的肖像形象，排斥他人玷污或非法使用自己的肖像。
为此，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肖像权。
所谓肖像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利益并排斥他人侵害的权利。
肖像权的内容包括肖像制作专有权、肖像使用专有权和肖像利益维护权。
具体地说，在我国，自然人对自己的肖像享有以下法律权利：有权自己制作或委托他人制作本人的肖
像；有权以合法的方式自己使用或许可他人有偿或无偿地使用自己的肖像：有权禁止他人未经本人同
意，以营利为目的使用自己的肖像；有权禁止他人恶意地非法毁损、玷污、丑化自己的肖像；当自己
的肖像权遭受他人侵害的时候，有权要求侵权者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
例外的是，为公共利益的目的使用他人肖像的，属于合理使用，不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犯，例如，
新闻媒体出于报道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或公众活动的需要而使用他人肖像，因通缉罪犯或报道已判决的
重大案件而使用当事人的肖像，为肖像权人本人的利益而使用其肖像等，均属于合理使用。
 作为公民，未成年学生当然也享有肖像权。
与成年人不同的是，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成年学生与肖像权有关的民事
活动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应当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学校使用学生的肖像，以应当事先征得学生及其监护人的同意为原则，以法定合理使用的情形下无须
征得学生及其监护人同意为例外。
实践中，学校侵犯学生的肖像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擅自将学生的照片提供给第三人，供第三
人用于广告、商标、装潢、包装、装饰橱窗以及其他商业宣传和促销活动；未经学生及其监护人的同
意，擅自给学生拍照，并将照片制作成挂历后甩于出售（包括出售给学生本人及外人）；为了招生宣
传的需要，未经学生及其监护人的同意，将学生的肖像使用于招生简章、招生广告、宣传橱窗、学校
网站、报纸以及电视节目中。
这些情形发生之后，一旦被侵权的学生诉诸法律进行维权，学校往往需要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有鉴于此，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学校及教师应当特别注意保护学生的肖像权。
学校在给学生拍照之前，原则上应当事先征得学生及其监护人的同意。
平时，学校及其教师不得擅自将学生的照片提供给第三人，尤其是不能提供给商家，以防商家擅自将
其使用于商业目的。
如果学校为了实现教育教学目的而需要使用学生的肖像，例如，为了表彰先进而需要在校园橱窗张贴
优秀学生的照片，为了正面宣传学校所开展的教育活动而需要在学校的网站上使用学生的活动照片等
，由于此类使用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所以属于合理使用，但为了避免日后发生纠纷，最好还是事
先征得学生及其监护人的同意。
如果需要在学校的招生简章上使用个别学生的肖像（此类使用是否属于“公益性的目的”尚有争议）
，学校务必事先与学生及其监护人就肖像权使用问题做出详细的书面约定，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在未获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不要擅自使用学生的肖像。
 律师提示 学校制作、使用学生的肖像，原则上应当事先征得学生及其监护人的同意。
要注意避免侵犯学生的肖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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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律师的忠告:例说中小幼教师必知的75条法规》两位作者都是从业多年的教育律师，有着丰富的
教育案件代理经验。
他们提出的忠告对广大教师依法执教、切实维护自身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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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明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本书的鲜明特征。
“教师依法执教，找我雷大律师”，是也！
本书作者之一雷思明先生既有教育工作经历，情系教育；又从事律师职业，术业专攻。
他对依法执教有精到的研究，本书即他和合著者刘静律师奉献给读者的又一瓣心香。
 ——到堂江（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未来教育家》杂志社总编辑）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这是一本旨在向人民教师普及与教师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普法著作。
本书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基础，结合社会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分析法律案件，展现了身为执业律师的
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贯彻落实“依法治校”方针、维护学生和教师的合法
权益意义重大，是一本教师易读、必读的佳作！
 ——张学兵（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主任） 教师应当掌握一些与本职工作相
关的基本法律知识。
在本书中，两位作者精心挑选了75条法规，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帮助教师理解和掌握一些重要
法规的含义，指导教师如何依法执教，广大教师应当能够从中受到启迪。
 ——中素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
究分会常务理事） 虐童、踩踏、性侵⋯⋯发生在学校的事件总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更会牵动着每一
个教育工作者的心。
这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教师应该具备哪些必要的法律知识？
其实仅仅需要了解75条法规，每个教师就能防患于未然。
雷思明律师和刘静律师的这本新著，用案例讲解方式为您解除了从浩瀚的教育法规中理不出头绪的烦
恼。
 ——庞标（第八届北京市律师协会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庞标律师事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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