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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0_8F_E5_AD_A6_E6_c38_55485.htm （一）法律责任及其

分类法律责任是指因违法行为而必须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法

律后果。实施了一定的违法行为是承担法律责任的必要前提

。法律责任在教育法的理论结构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分，它对于教育法的实施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违法行

为性质的不同，法律责任可以分为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

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是行为人因行政违法行

为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简称行政责任；民事法律责任是指

由民事违法行为或特定的法律事实而出现所导致的赔偿或补

偿的法律责任，简称民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是指由刑事违

法行为所导致的受刑罚处罚的法律责任，简称刑事责任。（

二）教育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分类教育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包括

在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中规定的

法律责任，并不仅仅指1995年《教育法》这一部法律中所规

定的法律责任。这些法律责任主要集中在《教育法》第9章，

《教师法》第8章，《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以及其他

教育法律、法规之中。教育法规定的法律责任数量较多，按

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首先，根据违法行为性质的

不同，法律责任可以分为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和刑

事法律责任。由于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

教育行政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因而具有行政法的属性

，故其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行政法律责任。承担行政法

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行政处分，它是国家行政



机关依照行政隶属关系对有轻微违法失职行为的国家工作人

员所实施的惩罚措施，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

职、开除等。另外一种方式是行政处罚，它是享有行政处罚

权的主体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个人

或组织所实施的惩罚措施。在教育领域，教育行政处罚的种

类主要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颁发、

印制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撤销违法举办

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取消颁发学历、学位和其他学业证

书的资格；撤销教育资格，停考、停止申请认定资格；责令

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教育行

政处罚。其次，按照违法主体的不同，教育法规定的法律责

任又可分为：（1）行政机关违法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

）学校违法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3）教师违法时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4）学生违法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5）社会

违法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中各主体的不同违法行为所应

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形式在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中都有明

确规定，本书不再详述。（三）学校事故及其法律责任承担

学校事故就其产生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意外事故

。这类事故不是由于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可抗

力或不能预见的原因而发生的事故，它们不属于由违法行为

引起的事故，因而不具备法律责任的负责条件。另一类学校

事故是过错事故。这类事故通常是指由于一方当事人（如学

校、教师）的违法行为而导致另一方当事人（教师、学生）

人身伤害后果的事件。与意外事故不同的是，违法行为是这

类事故的必要条件。所谓违法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违反法律规定，从而



导致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的有过错的行为。它表现

为违法者心有预计、明知故犯或者疏忽大意、不履行法定义

务，或者超越了法律规定的权利界限，做了法律所禁止的事

情或是没有做法律所要求的事情。根据以上分析，学校事故

中的意外事故，其产生的原因不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具

备法律责任的负责条件，因此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如

果是出于主观故意而违法，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

危害学生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在这种

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要比过失违法严重得多，因

而适用法律也就不同。这类事故，也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

内。这里着重要讨论的学校事故是指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内，以及虽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外，但是在学校及其他教

育机构组织的活动中发生的，由于学校、教师的疏忽没有预

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导致学生人身伤害的事故。

根据上述对学校事故的定义，目前发生在我国学校及其他教

育机构中的学校事故，可以根据以下标准来进行分类和讨论

。第一，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师方面有无过错？是属于

什么性质的过错？第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及教师方面的

过错与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第三，人身伤

害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以上标准不仅是对学校事故分类的

依据，还是判断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应否承担责任，以及

承担责任的大小等问题时不应忽略的考虑因素。我国目前对

学校事故中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明确规定，可见于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160条，该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



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

给予赔偿。”该条确定了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过错责任

原则，即必须有过错才承担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