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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唯有依靠教育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民族综合素质才
能确保我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出台措施大力发展教育，从大力提高义务教育毛入学率的起步阶段到全面推
进各种形式教育工作的新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教育的发展为我国的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80年首部教育法律《学位条例》颁布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
教育法》、《教师资格条例》及《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和十多部教育行政法规。
教育部作为主管部门，也先后发布了两百多项教育行政规章。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为大力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切实的法律
保障。
但是由于我国教育工作起步较晚，教育法制水平并不高，在各级各类教育工作切实推进的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纠纷。
因此，本书通过对发生在教育工作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以期实现解读我国现行教育法律
规定和指导解决教育纠纷实践的双重目的。
    本书的章节安排主要根据我国现行教育法部门设计，共分为教育法基本原则与基本教育制度、义务
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教师法七章，由66个精选案例组成
。
本书在写作时遵循案情简介、审理结果、法理评析和法条点击的逻辑顺序，在简要介绍案情以及审理
结果之后，对案件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重点评析，最后列明相关法条，供读者参考。
本书写作力求案例典型、分析精准深入而又不失通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法案例评析>>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育法基本原则与基本教育制度  案例1  被告是侵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权还是姓名权？
    ——齐某诉陈某等侵犯其受教育权案  案例2  考生户籍所在地查实无误为何还不能入学？
    ——薛某诉山西吕梁地区行政公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侵犯其受教育权案  案例3  身体残障是否可
以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残疾人王某诉河南省平顶山市财贸学校侵犯受教育权案  案例4公民受教育权遭侵犯是否属行政
诉讼的受案范围？
    ——杭某诉南京理工大学取消研究生入学资格案．  案例5  学生因考试作弊就可以被学校勒令退学吗
？
    ——董某诉郑州大学侵犯其受教育权案  案例6  教师与学校解除劳动合同后还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
出申诉吗？
    ——魏某诉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履行法定职责案  案例7  教师犯罪但免予刑事处分的能被辞退吗？
    ——叶某诉福建省福清市人事局辞退教师决定案  案例8  全县高考集体作弊如何追究责任？
    ——广东省电白县人民检察院诉陈某高考舞弊案  案例9  技工学校责令学生退学的决定是否属具体行
政行为？
    ——刘某等诉平顶山煤矿技工学校责令退学注销学籍案  案例10  张某擅自开办“清华大学少年预科
辅导班”是欺诈行为还是非法办学？
    ——朱某等诉张某非法办学返还学费、赔偿损失案  案例11  学校查处学生不端行为是否侵犯了学生
的名誉权？
    ——湖南外语外贸学院在校大学生诉学校名誉侵权案  案例12  教师体罚学生致其自杀该由谁承担责
任？
    ——家长诉教师体罚学生致其自杀案第二章  义务教育法  案例13  家长有权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吗
？
    ——某乡政府诉某校43名学生家长拒绝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案  案例14  学校有权开除违反学校纪律的
学生吗？
    ——赵某诉某镇初级中学开除案  案例15  区教育局是否有权决定本辖区内学生就读哪所初中？
    ——黄某诉某区教育局侵犯其受教育权案  案例16  小学校长任意挪用学校经费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李某挪用公款被判处无期徒刑案  案例17  学生未交补课费以致跳楼致残，学校需要承担责任吗
？
    ——王某诉某中学人身伤害赔偿案  案例18  艺术学校也需要提供义务教育吗？
    ——安某诉某艺术学校不适当安排义务教育案  案例19  童工务工受伤能否获得赔偿？
    ——杨某诉某洗涤公司工伤赔偿案  案例20  老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可以在初中推广使用吗？
    ——余某诉某市教育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案  案例21  义务教育学生住校受伤，学校需要承担哪些责
任？
    ——方某诉某县高桥初级中学校园人身伤害案  案例22  学生在校受伤，可获得哪些赔偿？
    ——严某诉某区第一中学校园人身伤害事故案  案例23  家长任意干预学校教育教学秩序该承担哪些
责任？
    ——周某、卢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获罪案第三章  职业教育法  案例24  产教结合中不按约定设立研发
中心，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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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法基本原则与基本教育制度一、教育法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
宪法》）规定了教育法的基本原则。
《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教育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现行《宪法》有四个基本原则，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
宪法至上。
这些原则也是教育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是宪法在调整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其思想基础是主
权在民的学说。
所以，在教育法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教育权利及其实现的保证。
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
《宪法》规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
所有制”。
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排斥其他所有制，其他所有制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
所以，教育发展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办学为主和其他多种形式办学并行的格局。
这是教育法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原则。
《宪法》明确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文明的国家，文明不仅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所以精神文
明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
因此，教育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原则。
第四，《宪法》至上原则。
《宪法》是国家的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根本依据，其他法律不得与宪法相违背。
教育法律、法规都要体现宪法的精神，以宪法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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