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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不能停留在纸面上
● 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暑期非正常死亡的“最大杀手”之一，遏制暑假期间未成年人

溺亡事故刻不容缓
● 安全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教育，不应只停留在纸面。学生必须有实际的体验，

安全教育才不会流于形式，学生才能真正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 建立预防性的儿童保护服务，需要政府的担当以及全社会的合作努力。在社会管

理中，保障未成年人安全是全社会的责任

近期，全国多地进入汛期，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
期，先后有多名儿童溺亡。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暑假来得有些
早。目前，全国多地已经明确中小学暑期放假时
间，最早的已于 7月 5日开始放假，最迟的不晚于
8月 1日；还有不少地方至今未开学。假期在给儿
童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家长和社会敲响了警钟：
暑假期间儿童独处的时间增多，安全问题就成为
了最大的隐患。

6月 21日 15时 30分左右，重庆市潼南区米心镇报告，
该镇童家村涪江河坝水域发现有人落水，当地政府立即组
织力量进行搜救。

当地政府初步调查显示，失踪人员均为居住在附近的
米心镇小学学生，周末放假自发相约，到童家村涪江河一宽
阔的河滩处玩耍，期间有一名学生不慎失足落水，旁边 7名
学生前去施救，造成施救学生一并落水。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中指出，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暑期非正常死亡的“最大杀
手”之一。遏制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溺亡事故刻不容缓。

有关通报也分析称，中小学生溺水死亡事故，多发生在
周末、节假日或放学后；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多发生在无人
看管的江河、池塘等野外水域；多发生在学生自行结伴游玩
的过程中，有的是结伴下水游泳溺亡，有的是为救落水同伴
致多人溺亡；多发生在小学生和初中生中，男生居多。

据专业人士剖析，未成年人溺水在主观上的六大因素
是：无知危险、无视警示、好奇心理、侥幸心理、恐惧心理、技
能缺失。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多起溺水死亡事件事发地
点周围尽管都有“水深危险，禁止游泳”等警示标志，但不少
未成年人对警示牌“无视”，依然下水游泳，进而导致溺亡悲
剧发生。即便发生溺亡事件，附近的村民依然对悲剧视而
不见，照例下水游泳，故而造成溺水事故周而复始地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6月 21日重庆发生的溺亡事件有很多
值得剖析的地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玫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
6月 21日重庆发生的溺亡事件中，7个施救的孩子没有在第
一时间向大人寻求帮助，“这几个孩子在安全防范方面的教
育是欠缺的。但现在农村有很多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
老人又力不能及，其实很难从家庭方面做好防范，因此让安
全教育真正进入校园尤为重要”。

据媒体报道，潼南区教委制定了《潼南区中小学生基本
生存能力三年培育行动计划》，把每年暑假确定为中小学生

“基本生存能力集中训练月”，以“游泳、灭火、防卫、急救（心
肺复苏）、家务”5项内容为训练重点，2018年试点，2019年
全面铺开，以全面提升全区中小学生基本生存能力。

针对大家普遍关注的安全教育问题，潼南区教委也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出回应，当地的中小学原则上每周会上
一节安全教育课，基本生存培育行动主要培育五项技能，第
一项就是游泳，其他几项分别是灭火、急救、正当防卫和劳
动。

然而，为何在这样全面的安全教育下，未成年人溺水事
件仍然频频发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提出目前存在的现
状：很多家长虽然觉得安全教育固然重要，但实际上却认为
危险的发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家长往往争相参加数学、
英语、诗词鉴赏等讲座，很少参加安全教育类的公益讲座。
在儿童安全领域中，王大伟认为，最重要的角色正是家长。

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安全教育实
际上是一种生活教育，不应只停留在纸面。学生必须有实
际的体验，安全教育才不会流于形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能力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具体来讲，学校应该组织开展
生存技能的培训课程，比如有些地方就把游泳作为学生的
必修课。确实也有很多学校可能没有教学条件，但安全教
育中的体验和实践的确不能忽视。这种实践教育，也包括
加强对学生应急反应以及救援能力的培养。

“安全教育亟待更加重视，这方面学校能做得更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家庭与儿童研究中
心主任尚晓援说。

近日，人民网在微博发布的一条：
“别让悲剧重现！6岁男孩溺亡父亲下跪
嘶吼求救”的视频迅速登上了热搜榜。

事件发生在广东惠州东江沙公园。
据警方了解，有人看到一家 3口在公园水
域嬉水游泳。父亲和 6 岁的儿子在水中
游泳，母亲在岸上。父亲和儿子都使用
了游泳圈，儿子还套了安全绳，但在游离
岸边 30多米到了江中后，父亲游离儿子，
让母亲看着点孩子。

就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独自划水到
了江中，并从游泳圈以及安全绳中脱出，
沉了下去，当夫妻二人发现的时候，孩子
早已沉入 4 米深的水底。父母声嘶力竭
地哭喊，也换不来儿子了。

这样的悲剧场面对任何一个家庭来
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巨大悲痛。但此类
事件中家长的失职同样值得关注。

有业内人士对《法
制日报》记者称，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法定
监 护 人 是 第 一 责 任 主
体，他们对未成年人负
有安全保障责任。

“每年到了假期，常
常会看到未成年人，尤
其是农村的未成年人出
现交通事故和溺亡事故
的报道。原因就在于很
多学生的父母或是外出
打工或是忙于农活，没
有对孩子进行有效的监
护和看管。同时，农村
也没有社区性的安全保

护措施。监护力量的缺失容易导致安全
问题发生。”熊丙奇说。

“遗憾的是，我国对监护人履行法定
监护责任的法律规定仍不是特别明晰，
这也导致追究责任时会出现一定的困
难。”北京律师徐莹说。

“目前，我国监护人监护职责的法律
依据主要依靠民法总则与现行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会副秘书长郗培植说。

在郗培植看来，未成年人监护人难
以履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难以追究责任
的困境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
对于家长监管方面的责任规定不够细
化，原则性、笼统性的规定较多；二是家
长违反了相关规定后承担的法律责任没
有规定清楚；三是缺乏相关追责机关。

《法制日报》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也得

到了这样的反馈——很多父母会觉得，
监护责任这么大，难以承受。

据郗培植介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
里希·贝克曾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指的
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进入到后工
业化时代，社会给家庭带来了许多不可
控的风险。这种风险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是很难规避的。因此，家长有这种想法
也在情理之中。

郗培植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从
这个理论来看，随着我国社会以及经济
的高速发展，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
一些方面难以规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有些家长认为当下监护责任过大，难以
履行也是正常的。

“因此，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草
案二审中增加了家庭教育指导与政府保
护专章，也是在回应这类问题。”郗培植
说。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未成年人
保护法修订中涉及“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
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责令
其缴纳保证金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目前，亟待通过法律修订细化未成
年人监护人的监管责任。我国之前的民
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了未成
年人监护人的监管责任，但是不够细化，
所以在这次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中，
第二章“家庭保护”开始有了许多详尽的
规定。”郗培植认为，只要回应好前述提
到的监管责任细化、明确法律责任以及
追责机关三个方面的问题，就能规避部
分监护失职的问题。

溺水悲剧频频发生

安全教育亟须落实

监护责任有待细化

有效规避失职问题

（（赵丽赵丽 贾婕贾婕））
据据《《法制日报法制日报》》

6 月 22 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发布 2020 年第 3 号预警，提醒各
地、各有关部门和学校以重庆市潼南区 8
名小学生溺亡事件为戒，认真落实防溺
水工作各项要求，尽最大努力防止此类
事件发生。

预警指出，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积
极参与青少年儿童夏季游泳安全教育及
疏导和管理，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舆
论氛围；加强对学生校外游泳的监督和
管理，大力普及游泳知识、救助常识，提
高青少年儿童的自救意识和自我防范能
力；吁请有关部门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的水域设立安全警示牌，部门联动，齐抓
共管，共筑青少年儿童夏季溺水防护网，
极力遏制暑期未成年人溺亡事件发生。

针对如何做好“后疫情时代”学生暑
期安全工作，尤其是做好未成年人防溺
水工作，特别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等重点
群体的安全工作，山西省教育厅有关负
责人建议，要从加强学生及家长安全意
识、提高救援技能及增设儿童活动场所

等方面着手，强调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
是进行安全教育的主战场，必须面向全
体学生，将安全教育课程化、常态化，并
定期组织测试、评比等，而非满足于零碎
的、短期的项目培训、夏令营，要使“安
全”真正落到实处，确保孩子们的平安。

有业内人士指出，很多父母有各种
各样的原因难以照看孩子，这个时候，如
果有关部门秉持“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应该发展支持家庭育儿的社会政策和服
务，采取措施帮助父母养育儿童。而这
种儿童保护服务，既复杂又简单，需要有
关部门以及全社会的合作才能建立。

据郗培植介绍，我国的儿童福利政
策近年来有了很大的转向：之前，我国
的儿童福利政策主要遵循托底补漏原
则 ，重 点 关 注 孤 、残 儿 童 的 保 护 ，近 年
来，我国儿童福利政策向适度普惠型转
变，政府开始提供更为多元保护服务。

“ 当 前 许 多 风 险 是 家 庭 无 法 单 独 承 担

的，未成年人保护需要政府有更多的担
当与作为。比如，深圳目前就在向这方
面努力，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其在市政规划与建设中重视儿童的安
全与便利，如果设施建设不达标，便不
予验收。因此，这种预防性的儿童保护
服务，需要政府的担当以及全社会的合
作努力才能建立起来。”

尚晓援也特别向《法制日报》记者强
调，环境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学校附
近或者儿童经常去的地方，如果有开放
水面，就应该尽量加围栏，避免儿童不小
心掉下去，要给儿童创造比较安全的环
境”。

为了保护儿童安全，近年来，许多地
方都在加强防溺水安全工作，比如在河
道、湖泊、鱼塘等隐患点设立警示牌，增
强人员巡查。最近，有的地方还启用了
人脸识别警告系统防溺水，只要学生到
水边玩耍，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在社会管理中，保障未成年人安全
是全社会的责任。”李玫瑾说。

有赖政府担当作为

努力创造安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