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烟台第七中学安全管理制度 

总 则 

  一、为保障学校安全，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和保护学生、

教职员工的人身安全，为实施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等精神，特制定本制度。 

  二、学校安全管理遵循安全第一，防范为主的原则。 

  三、学校实行安全管理岗位责任制，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落实安全管理工作。 

  四、学校负责加强对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全教育，增强安全

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每学期定期对教职工和学

生进行集中的安全教育。 

  五、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等对我校安全工作实施具体指导和监

督。 

  六、学校协调派出所等在各自法定职权范围内负责校园周边

环境的安全管理，为学校安全创造良好环境。 

校园安全管理 

  七、学校建立专门的安全保卫机构，设立安全值班电话，建

立安全值班制度，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保卫人员负责校园内的治安、消防等安全工作，并会同有关

部门，对轻微治安案件、消防隐患或轻微火情等作出及时处理。 

  八、学校门卫制度。 



  1、学校门卫执勤时必须着装整齐，举止端庄，认真执行任

务。 

  2、服从领导安排，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严格交接班手

续，不得迟到、早退。不得擅离岗位，认真填写值班记录，处理

好当班期间发生的事件。 

  3、巡逻执勤人员要保持警惕，忠于职守，突出重点，熟悉

有关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做到行动有准则，执法有依据，并做好

巡逻执勤记录。 

  4、遇有情况要迅速到达出事地点，处理措施要及时果断，

注意工作方法。重大问题随时向有关部门和校长汇报。 

  5、加强校园管理，学校门卫有权对进入学校的人员进行检

查，非学校人员和非学校机动车辆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校园。校外

人员来校联系工作须持单位介绍信或本人证件，在传达室登记后

进校。进入学校应遵守校园管理规定，车辆必须按指定的地点停

放。 

  6、为保障校园安全，全体师生员工及家属要自觉遵守门卫

管理制度，接受门卫检查。各类物品出校门，要持有证明，经门

卫检查同意后方可出校。骑自行车进出校门时必须下车推车行走。 

携带大件物品出校时，须持有携物出门证，经门卫检查后方可通

行。 

  7、全体师生员工及家属要自觉遵守公共场所（包括会场、

课堂、办公场所等）的秩序，服从管理，遵守公共道德，防止发



生拥挤伤人等事故。违者将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教育、经济处罚

等。 

  8、严禁任何人翻越围墙、大门，或将物资掷出围墙外。严

禁打架斗殴、起哄、闹事和其它干扰学校的教学秩序的行为。发

现刑事、治安案件或灾害事故，在场教职工及学生应保护现场，

立即报告学校门岗或报警并协助调查处理。师生发现安全隐患，

有及时报告的义务。 

安全管理责任制度 

  九、学校负有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校长是

学校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学校安全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负责

对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实施安全管理岗位责任制。 

  十、学校各职能单位负责人为本部门治安保卫工作责任人。

责任人应将治安保卫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全年工作计划，

各项安全管理要责任到人。学校各职能部门要经常性地对本部门

教职工和学生开展法制宣传，使教职工和学生自觉遵守国家法律

和校纪校规。一旦发现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应由本部门负责纠

正。学校各职能部门要自觉接受学校及上级组织的各类安全检查，

切实做好本单位的防火、防盗工作，对检查出的隐患要严格按照

要求及时整改。 

  十一、全体师生员工在校园内必须切实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

度。诸如：教学常规、门卫验证、会客登记、携物检查放行、安

全用电管理等。爱护公共财物等。 



  校内不准任何违章建筑，不准私自占用学校房屋，不准擅自

挪动下水道盖板，不准擅自搭接电线维修电器等，不准损毁围墙、

栏杆、路灯、消防器材等安全设施。校园内堆放物资设备、建筑

材料和其它杂物，须由后勤办公室统一安排地点。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占用道路、操场等堆放物品。因施工需要临时占用、挖掘

的，须事先报校领导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内及校门两侧摆摊设点经商或

推销物品。销售不卫生食品，学校有权制止，如果导致学生中毒

情况发生，责任完全由销售者承担。 

  十二、师生员工应当严格按照学校的安排进行教学、教研和

其它活动，任何人都不得破坏学校的教学秩序。 

  1、未经校领导、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对校外人员开设诸如

文娱、体育培训、文化补习、业务训练等活动；也不得擅自主办

全校性的联欢、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或接洽校外人员来校交流、

比赛等活动。 

  2、凡经校领导或主管部门批准的全校性文娱、体育或对外

开放性活动，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要求，切实做好安全工作。

安全没有保障的，不得举办任何活动。 

  3、经批准在校内组织文体活动、讲座、报告等应符合我国

的教育方针和相应的法律、规章，不得宣传封建迷信和进行宗教

活动等。 



  4、告示、通知等，应当张贴在学校指定或者许可的地点，

散发宣传品、印刷品应当经过学校有关机构同意。违者要严肃查

处。 

  十三、学校的校舍、活动场所、教育设备设施、用具、生活

服务设施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和卫生标准，并建立

健全学校安全卫生保障制度。 

  教学所用的化学药品、危险品必须存放在安全地点，有专人

保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学校向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的食品、饮用水等，必须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并经法定检验部门批准后方可使用。 

  十四、各任课教师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校内文体活动或校外

活动，一定要将安全教育摆在首要地位，认真研究和分析各种情

况，采取有力的安全措施，确保学生安全。不能麻痹大意，不能

存在侥幸心理。 

  1、根据活动的特点，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进行组织性、

纪律性教育，增强学生安全识别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 

  2、各任课教师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应当符

合学生的生理承受能力和体质健康状况，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

措施。不得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扑救火灾、抢险等危险活动。 

  十五、电教室、计算机房、教学仪器库、图书阅览室、后勤

仓库等重要部门和场所，要切实按照岗位管理责任制加强管理，



做好防火、防盗工作。发现问题隐患予以及时处理，不能及时处

理的要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电工、木工工作时要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作业

时，任何人不得围观干扰，后勤员工修剪绿篱时，无关人员不得

进入半径为 15米以内，水泵开机时，学生不准进入半径 15米 范

围内，任何人不得未经批准私自在校园内点燃明火焚烧垃圾。电

器线路破旧老化，要及时修理更换；不要超负荷用电。 

  劳技等科目的教师在实验、劳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步骤进行；

体育课教学应当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教学内容应当符合教

学大纲的要求，符合学生年龄、性别特点。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确保人身和公物财产安全。 

  十六、班主任要经常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自我保护

教育，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

取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 

  1、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安全工作，积极、经常地向学生及其

家长宣传安全的重要意义。 

  2、经常向学生传授、介绍一些安全知识，如交通安全、用

电、用气安全等，提高学生的安全认知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 

  3、放学后要认真检查班级电灯、门窗的安全，要及时拔下

电源插头，防患于未然。 

  4、学生有生病等其它意外发生时，要及时通知家长，并向

学校报告。 



  5、任何教师都有义务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

学生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 

  6、教师上课时对学生实行点名制度，发现缺席学生应询问

原因，及时与班主任联系，上室外课时，教室内不要留人，班主

任或其他教师留学生必须经课任教师同意，实行谁留学生谁看管、

谁负责。任何教师在上课期间不得擅自离开课堂。放学后要认真

组织学生离校，学校实行净校制度，避免学生在放学后仍逗留在

校园，出现安全真空。 

  7、任何教师都要尊重、爱护每一个学生，不得侮辱、体罚

或变相体罚学生，或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操作规程

和职业道德。 

学生管理 

  十七、学生应当遵守《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安

全防范能力。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应当根据自身的年龄、认知

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避免和消除相应的危险。 

  1、不得将易燃、易爆、危险、有毒物品或受治安管制的刀

具、凶器等带进学校。校内严禁私自燃放鞭炮焰火、玩火，严禁

用气枪猎物等。 

  2、进入校园，一律靠右行走，不要一边走路，一边追逐打

闹，注意力要集中；不得并排行走，以免妨碍交通。 



  3、进入校园内要文明游戏，尤其在校园内，不要追逐打闹、

捉迷藏。 

4、注意安全用电，保护好学校或班级的电源；不要接触裸露的

电线，不抓摸、破坏电源插头等，确保人身安全；不要捅马蜂窝，

不逮蜜蜂等，避免被蜇。 

  5、严禁攀爬、翻越墙头和护栏。禁止乱扔、投掷砖头、石

子等；不玩仿真枪，不得拿树枝、棍或用绳拴东西乱舞；不得用

弹弓等打鸟或瞄准他人；禁止乱扔东西或隔墙抛掷硬物、垃圾等，

以免砸伤过往的行人，造成意外伤害。 

  7、不要把衣扣、笔帽、钱币等小东西含在口里玩，以免进

入喉咙或吞入肚里，造成伤害。不得购买、食用过期、变质的食

品以及其它有毒的动植物，以免中毒。 

  8、荡秋千时不要一拥而上，防止绳索断裂摔伤，在秋千运

动的范围内不得站人，以免发生相撞事故；用联合器械架、单双

杠玩锻炼时，精神要保持高度集中，不要说笑打闹，互相推撞，

避免跌落摔伤。不要到墙根玩耍游逛，远离断壁危房，确保安全。 

  9、进行踢足球、打篮球等对抗性运动时，要文明礼貌，注

意安全，要有必要的防护，注意保护好头部，并尽可能防止腿部

踢伤、骨折等；进行田径运动时，要严格按照老师的安排，认真

做好准备活动，避免拉伤。 

  10、在做各类实验时，要听从老师的具体要求，按照操作规

范认真地操作，避免腐蚀、灼伤、爆炸等危险发生。 



  11、考试失败、丢东西或做错了事等，要敢于面对，不能怕

受责罚而不敢回家，更不能离家出走。遇到陌生人时要高度警惕。

不吃陌生人送给的食物；不跟陌生人到僻静的地方；防止陌生人

冒充父母的朋友或以小恩小惠的方法带走外出，被人拐卖。 

  12、在看电影，集会、联欢等，万一发生停电、火灾、爆炸

等事故，应冷静观察，听从组织者的指挥，尽快疏散出去，避免

盲目拥挤，造成伤害。 

安全检查和监督 

  十八、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定期（每学期至少一次）

对以下各项进行安全检查。 

  1、学校校舍、教育教学设备设施、活动场所、生活服务设

施； 

  2、 学校向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的食品和饮用水； 

  3、学校的电器、消防设施、教学用危险物品等； 

  4、学校安全管理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 

  5、学校周边环境的安全状况和其他应列入安全检查的事项。 

  在对上述各项进行安全检查中，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

报告并及时整改。 

安全事故责任 

  十九、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实行严格过错责任原则，因学校

管理不当和过错造成学生伤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承担赔

偿责任并追究相关责任方的责任： 



  1、学校的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和用具、活动场所和生活服

务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和卫生标准的； 

  2、学校的电器、消防设施、教学用危险物品等不符合安全

规定的； 

  3、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不符合国家法定

卫生标准的； 

  4、教师知道学生有特定疾病或者特异体质，不宜参加某种

教育教学活动，而未予以必要注意或防范的； 

  5、教师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未按规定对学生进行安全教

育，并未在可预见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 

  6、教职员工侮辱、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或在教育教学活

动中违反法律规定、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的； 

  7、教职员工未履行工作职责或擅离工作岗位的； 

  8、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采取救护措施致使损害扩大的； 

  9、学校或教职工违反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应由学

校承担责任的其他情形。 

  二十、学生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学生人身伤害，学校已履行

法定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管理无不当、无过错，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学校不承担赔偿责任： 

  1、校园内学生自杀、自伤或突发疾病，学校发现后已及时

采取救护措施的； 

  2、学生自行上学、放学途中或擅自离校发生的； 



  3、学校放学净校后，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擅自到校活动发

生的； 

  4、教师强调了安全事宜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后，学生在对

抗性、竞争性体育活动中造成的意外伤害； 

  5、教职员工在校外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造成的； 

  6、学生自身或学生之间因违反学校安全管理制度或违法原

因造成的； 

  7、因自然、社会原因（如地震、瘟疫等）不可抗力造成的； 

  8、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学校无过错，不应当由学校承

担责任的其他情形。 

  二十一、学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履行对未成年学生的监护

职责，加强对未成年学生的安全教育。由于学生或未成年学生监

护人过错造成学生伤害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护人应当依

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学生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学校规章制度，实施其年龄

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学校、教师

已经告诫，但学生不听劝阻、自行实施的； 

  2、 学生或者监护人明知学生患有特定疾病，或有特异体质，

或学生身体情况、情绪、行为有异常但未告知学校的； 

  3、学生、或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有过错的其他情形。 

安全事故处理 

  二十二、学校安全事故实行报告制度。 



  1、发生安全事故，学校应当及时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减少损失并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 

  2、事故发生后，有关责任人应当及时向学校报告。发生一

般伤害事故，有关责任人应当及时向上一级部门报告；发生重大

伤害事故，学校立即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

组织抢救。 

  二十三、发生一般安全事故，由学校负责调查。发生重大安

全事故，将由教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查清事故原因，界定事故责任，提出处理意见。 

  学生参加保险的，学校或学生的监护人应通知保险公司参与

学生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发生学生安全事故，民事责任部分，

当事人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自行协商解决；行政责任部分由教育

行政部门处理；属于刑事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当事

人对民事赔偿不愿协商解决或协商未果的，可以向上级教育行政

部门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十四、发生学生安全事故，当事人均无过错的，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按照公平责任的原则，由当事人分担经济损失。 

奖惩 

  二十五、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学校有关责任

人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学校安全责任人要承担责任： 

  1、违反本规定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条的； 



  2、未按规定及时、如实报告安全事故的。 

  二十六、 违反本规定第七、八条的，由学校予以制止；情

节严重的，将报请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二十七、违反第十七条的，由本人承担责任。 

  二十八、 对学校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教职员工，由学校或

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九、因学校教师或后勤人员在履行职务中故意或重大过

失造成学生伤害事故或其它财产损失的，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后，

将向有关责任人员追偿。对安全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部门和个人，

将予以表彰奖励。 

附 则 

  三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