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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科学的核心范畴，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过去偏重教
育法学法理意义上的学术探讨，开始转向注重教育法律关系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的研究和具体分析，
这是我国教育法学研究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也是解决教育领域现实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的
迫切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来自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地冲击并渗透于教育领域，与教育领域
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教育主体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丛生，政府、学校、学生及家长之间的
关系开始变得错综复杂。
而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使各法律相关主体权利如何得以保障、义务如何履行。
在现实生活中，各教育相关主体在权利保障和义务履行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在教育法律关系
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学生和教师权益的保护问题。
就当前发生的教育纠纷来看，侵犯学生和教师权益的案件层出不穷，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侵犯教师、
学生、教育管理人员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故意殴打、杀伤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猥亵、奸污未成年学生；侵犯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乱摊派、乱收费；教师职务违法行为；聘任
制度下的教师权益保护；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校园暴力等。
而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在面对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要么是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保护自己，
或者害怕受到打击报复而忍气吞声；要么是采用极端手段，伤害他人或自残，而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这些在现实教育活动中产生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运用法学理论加以正确的阐述，以更好地解决实践
中产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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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六章，共包括两大部分内容，即学生权益保护和教师权益保护，重点落在学生权益保护部分
，因此，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内容主要就学生权益保护问题而展开。
第一章主要从宏观上对儿童权利的法律保护进行概述，介绍了世界以及我国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的宗
旨与主要内容；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学生的权利与义务，学生违法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重点剖析了
常见的侵犯学生权利的教育教学行为；第三章主要讨论了惩戒、体罚和变相体罚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以及国内外关于惩戒和体罚的研究及规定，重点讨论了教师如何正确行使惩戒权以及中小学反教育
性惩戒的现象、危害与法律责任；第四章则对现实中产生纠纷最多的学生伤害事故作了详细的分析，
内容广泛，涉及学生伤害事故的含义、现状及原因、责任认定、分类、处理程序、预防与赔偿责任机
制、法律责任等；第五章对近几年我国频发的校园暴力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内容包括校园暴
力的界定及表现形式，现状、特征、成因分析与危害，对暴力行为的主要理论解释与启示，以及校园
暴力的预防和控制；第六章主要讨论了教师的法律地位与教师的权利内容、教师权益保护的法律途径
、教师义务及法律责任，特别关注了“教师聘任制”的教师人身权的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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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教育过程的不平等。
我国教育法规定应当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此要求教师应当使每一个学生获得可能和充
分的发展。
但在现实中，由于我国教育政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些教师自身对教育民主缺乏认识，对不同学业
成绩、不同表现、不同家庭状况的学生，往往不能平等对待，尤其是歧视差生，对学生中不同于主流
文化价值取向的思想及行为不能宽容，因而往往造成教育过程的不平等。
　　（4）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在基础教育中，不仅教育资源的占有和受教育权的实现程度存在严重的城
乡差别，即使在同一城区中，普通学校与重点学校在校舍、设施、师资、教师福利等方面差距都比较
大，导致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之间的儿童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均衡。
一些学校在学校内部，按照市场经济的做法，按成绩的高低或缴纳费用的多少给予学生教育上的不同
待遇，将需要继续升学的学生重点培养，配备优秀师资，而对于“升学无望者”敷衍了事，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目前，我国政府已认识到基础教育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正通过制定和落实有关法律和政策来缩
小差距，2006年9月，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就显示出了我国政府在均衡地配置教育资源，以使公
民能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现已初见成效。
　　（5）女童和贫困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严重缺失。
这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虽然我国已从《宪法》的高度赋予了妇女在教育上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但在现实中，由于传
统观念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家庭经济困难、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的存在，和男童相比，农村女童仍然
存在入学率低、辍学率高的现象，女童的受教育权很难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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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师生权益保护热点问题的法律透视》是由万华所编著，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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