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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少年儿童数据解读 

  出处:孙云晓网站    

   为了客观地认识当前少年儿童身心伤害的现状，系统地调查和分析伤害的隐患和原因，进一

步引起学校、社会和家庭的高度重视，更加合理地处理、防范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件，2001年至

2002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小学生人身伤害的处理与防范"研究课题组，在著名教育法学

专家劳凯生教授和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研究员的主持下，在北京、上海、重庆、山西阳泉、山东

青岛、湖北襄樊、陕西西安、广东深圳、浙江萧山、辽宁锦州等10个城市进行了大规模问卷调查。

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对少年儿童人身伤害问题进行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社会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和多级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混合抽样方案。在抽取各省、市时采用分层

抽样；而在抽取各年级学生时采用多级抽样，以教育部1999年的《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上的我

国各省市小学五年级至初中四年级在校学生人数为准，按比例抽取；最后在抽取学校及学生时采用

简单随机抽样。本调查实际发放问卷6000份，回收5958份，其中有效问卷5846份，有效率为

97.43%。此外，我们还对所抽取学校的教师和所抽取学生的父母进行了随机调查，其中教师问卷的

有效人数是370人，父母问卷的有效人数是245人，以了解教师和父母在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状况、少

年儿童保护以及对少年儿童的教育观念等方面的情况。课题组的专家学者们在对本次研究结果进行

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新焦点：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该书近50万

字，内容翔实，论述严谨，分析深刻，是我国第一本关于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的大型研究报告。 

   在全国10个城市抽取的5846个12岁至15岁学生中， 在游戏和运动时受伤的比例最高，"经

常"和"偶尔"的有效选择率为53.6%。其次是"由于学校楼梯或其他通道拥挤所导致的事故"，"经

常"和"偶尔"的有效选择率为13.1%。"上实验课时受伤"的有效人数比例是6.0%，其中"因受伤而住

过医院"的有效人数比例为5.5%。调查还发现，有41.3%的人选择"上学、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从

来没有专门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员"。这说明一些学校的安全管理的措施存在严重漏洞，这无疑增加

了少年儿童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游戏和运动中受伤居校园伤害之首 

--少年儿童数据解读数据之一   

   在全国10个城市抽取的5846个12岁至15岁学生中， 在游戏和运动时受伤的比例最高，"经

常"和"偶尔"的有效选择率为53.6%。其次是"由于学校楼梯或其他通道拥挤所导致的事故"，"经

常"和"偶尔"的有效选择率为13.1%。"上实验课时受伤"的有效人数比例是6.0%，其中"因受伤而住

过医院"的有效人数比例为5.5%。调查还发现，有41.3%的人选择"上学、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从

来没有专门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员"。这说明一些学校的安全管理的措施存在严重漏洞，这无疑增加

了少年儿童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而对教师的调查则发现，全部取样370人中，认为所在学校在学生下课或放学时存在通道或楼

道狭窄拥挤的现象的教师有效人数占58.2%。；在回答"你们学校最近两年发生过几起学生在校受伤

害事故"时，选择1起到7起的有效人数占47.7%。对父母的调查也表明，全部取样245人中，对"你孩

子所在学校，在学生下课或放学时有没有通道或楼道狭窄拥挤的现象"的回答中，选择经常和偶尔

的有效人数占58.7%。而"您孩子所在学校最近两年发生过几起学生在校受伤害事故"的回答中，选

择1起到7起的有效人数占46.2%。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在我国存在安全事故及其隐患的学校比率很高，而且，游戏和运动中的

少年儿童最容易受到伤害，这个时间段特别需要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最容易发生伤害的是学生自由活动时间 

--少年儿童数据解读数据之二  

   当课题组对教师和父母调查少年儿童"在学校中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时，教师认为最容易

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学生自由活动时间、放学以后、体育课上，有效选择率分别为：47%、

38.9%、8.8%。；父母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放学以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体育课

和实验课，有效选择率分别为:41.3%、40.3%、12.9%、1.5%。教师和父母同时选择了学生自由活动

时间和放学以后，作为最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环节。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均是少年儿童活动较

多的时间段，在这一时间段，没有成人在场。  

   在回答"您认为所在学校的哪种制度存在安全隐患"时，被调查的370名教师中，选择"学校门

卫制度"的有效人数最高，为58.4%；其次是"食堂制度"、"宿舍管理制度"和"教师值班制度"，分别

为11.8%、4.5%和4.5%；对"您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是否担心学生在校受到伤害"的回答中，选择"很

担心"的有效人数占50%，而选择"一般"的占32.8%。 

   同样，对父母的调查也表明，全部取样245人中，对"你认为所在学校的哪些制度存在安全隐

患"的回答中，选择"学校门卫制度"的有效人数最高，为42.6%，其次是"食堂制度"、"宿舍管理制

度"和"教师值班制度"，分别为11.9%、1.7%和14.2%。对"您的孩子在校期间，您最担心什么问

题"的回答中，选择"孩子的安全问题、意外伤害及生病"的占46.5%。 

   以上对教师和父母的调查结果说明，门卫制度方面的漏洞已经成为公认的校园安全隐患，应

引起学校管理者注意。同时，少年儿童校园伤害问题已经成为教师和父母最不能放心的事情。最容

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环节是无成人在场时，少年儿童活动较多的场合，因此需对少年儿童加强安全教

育和自我保护教育。 

家庭暴力是少年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 

--少年儿童数据解读数据之三  

   本次抽样调查，课题组对暴力伤害进行了重点调查。暴力伤害是指以少年儿童为施暴对象而

对其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如体罚、变相体罚或殴打、勒索抢劫、虐待等。按其发生的地点可以分为

学校暴力、家庭暴力和社会暴力。按照施暴者特征，可以分为教师、父母、同伴和社会上的其他

人。按照暴力伤害的内容，可以分为：拐骗、拐卖、绑架；体罚、变相体罚或殴打；非法搜查身体

或限制、剥夺人身自由；胁迫或诱骗表演恐怖、残忍及其他摧残身心健康的节目；强力侮辱人格

权；诱骗或迫使与他人结婚以及其他侵害身心健康和人身权利的行为。 

   暴力伤害通常对少年儿童身体所造成的影响是较为严重的，重者造成死亡或残废，轻者造成

身体损害。最近一些年来，少年儿童所受到的暴力伤害有增加的趋势，成为少年儿童生活中的重大

伤害源。 

   在调查中，课题组针对家庭暴力进行了以下几项调查：挨打；挨骂；父母当着外人的面打骂

孩子等；针对学校暴力进行了被老师罚站或罚跑；放学后被罚留校；被老师讽刺、挖苦、责骂；不

让进教室听课；罚抄课文或作业多遍；被老师打；高年级同学欺负低年级同学等几项调查。  

   统计结果发现：家庭暴力是少年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父母在管教孩子时，采取打或骂

方式的大有人在，在被调查的5846份有效学生问卷中，分别有60.9%的孩子在家中挨打，有84%的孩

子在家里挨过骂。本次抽样调查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当父母说教或打骂你时，你有过下面哪些感

受？A.气愤、伤心、痛苦；B.产生死的念头；C.想离家出走；D.恨不得跟他们拼了；E.长大以后再

和他们算账；F.无所谓；G.父母从没有说教或打骂过我（可多选）", 结果发现，有9.2%的孩子产

生过死的念头，18.1%的孩子想离家出走，8.4%的孩子恨不得与父母拼了，还有6.0%的孩子想长大



以后找他们算账，只有28.5%的人对此抱无所谓态度。这说明，少年儿童在遭遇到家庭暴力的时

候，具有强烈的反抗愿望，甚至想采取极端的自毁手段来报复施暴者。 

   此外，调查表明，少年儿童对暴力伤害的恐惧也比其他伤害要严重，例如他们对"害怕受到别

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达41.2%，而对其他伤害的恐惧感由高到低依次是：触电（39.6%）、

车祸（36.9%）、自己的东西被偷（36.2%）、溺水（32.2%）、被别人勒索钱物（31.4%）等。而更

为令人惊异的是，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中， 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出大城市

15个百分点左右，这三类城市的选择率分别为：33.7%、49.1%、47.5%。 

   而在学校中，教师采用体罚和变相体罚方式施暴于学生的现象也较普遍，罚站或罚跑的发生

率最高，其次是罚抄作业、罚留校、讽刺或责骂、打和不让进教室听课，分别是40.3%、37.8%、

29.0%、26.7%、15.4%、12.1%。被调查的370名教师中，有60.1%的教师认为本地区或多或少地存在

体罚学生的现象，有2.8%的教师认为体罚现象很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打学生的现象仍有存在，有15.4%的被访学生报告曾被教师打过。此外，

高年级同学的暴力也是少年儿童遇到较多的一种暴力伤害，有38.6%的学生曾经历过高年级同学欺

负低年级同学的现象。这一调查结果是发人深省的，我国少年儿童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

中，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被打的现象，父母打孩子的现象更为严重。 

   另外，在调查中课题组还发现，无论在学校暴力还是在家庭暴力上，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的

发生率均高于大城市。在西安、重庆两西部城市，孩子在家中挨父母打的平均比率为两城市被调查

少年儿童人数的77.7%；在锦州、阳泉、襄樊、萧山4个中小城市中，孩子在家中挨父母打的平均比

率为4个城市被调查少年儿童人数的61.6%；而在北京、上海、青岛、深圳几个大城市中，孩子在家

中挨打的平均比率则为54.8%。这说明，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父母更多地采用打骂的方式来教育

孩子。 

   同时，西部城市的教师也更多地采用体罚和变相体罚的方式来教育学生。在西安、重庆两西

部城市，学生在学校里被罚站、罚跑的平均占两城市被调查少年儿童的46.2%；在锦州、阳泉、襄

樊、萧山4个中小城市中，学生在学校被罚站、罚跑的人数为45.2%,而在北京、上海、青岛、深圳

几个大城市中，学生被老师罚站、罚跑的平均比率为34.5%。 

   和大城市相比，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较低，文化相对封闭。虽然打孩子是《未

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禁止的行为，而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所明确禁止

的行为，但在现实中，这一现象却如此普遍地存在。这一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有关少年儿童权

利、成长等观念的进一步反思。 

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安全事故及隐患高于大城市 

--少年儿童数据解读数据之四  

   在城市分类上,课题组把北京、上海、青岛、深圳划分为大城市,把西安、重庆划分为西部城

市,把锦州、阳泉、襄樊、萧山划分为中小城市。调查结果发现,在"在学校玩游戏或运动时受

伤"、"上实验课时受伤"、"学校楼梯或其他通道拥挤导致同学受伤"、"上学、放学的时候，学校门

口有无专门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员？"、" 在家中煤气中毒"、"在家中烫伤或烧伤"、"在家中触

电"、"在家中摔伤"、"在家中被刀或玻璃等划伤"等项目上，西部城市的选择率普遍高于其他两类

城市，这说明，西部城市的学校安全事故和家庭安全事故发生率较其他城市高。而在"公路正在修

建，无安全提示"、"下水道没有盖子或没盖好"、"高压电线无安全隔离设施和警示标志"，"翻越隔

离栏杆"等项目上，西部城市同样也偏高。其余项目是中小城市高于其他城市。其中小城市学生骑

车带人现象最为严重，比例高达63.3%。这可能是由于中小城市交通不太发达，自行车是主要的交

通工具，而对骑自行车带人的管理又不太严格等原因造成的。 

   此外，西部城市因在学校受伤而住过医院的人数比例最高，为7.1%，而其他两类城市则分别

为5.3%和5.2%。发生率相差近两个百分点。这说明，西部地区的学校事故的严重程度明显高于其他



两类地区。  

1/3的中学生正在遭受睡眠不足的隐性伤害 

--少年儿童数据解读数据之五  

   在本次调查中，课题组请少年儿童对他们自己在上学期间的睡眠状况进行了自我报告，结果

显示：在全国10个城市抽取的5846位学生中，10.4%少年儿童报告说，自己在12岁以下时每天睡眠

不足8小时，那时，他们还是小学生；13岁、14岁、15岁少年儿童中，分别有22.1%、33.1%、44.6%

的学生每天睡眠不足8个小时，这些年龄段的少年儿童绝大多数为初中学生。 

   1994年原国家教委曾明确规定：要保证小学生每天9小时以上睡眠，初中生9小时睡眠。1999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进行过一次全国范围内"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调查显示，有

46.9%的中小学生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睡眠时间（9小时）。本次调查发现，已有超过1/10的小学生

没有达到睡眠要求，绝大部分处于临界状态。而初中生的睡眠状况则随年龄增长"每况愈下"，就平

均水平也有超过1/3学生处于睡眠不足状态。从本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看，少年儿童睡眠状况已经

有了明显改观，但仍有一些孩子严重睡眠不足，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父母关注。 

   据医学界的研究表明，一个人一天如果缺觉4小时，第二天的反应能力将下降45%。生理学研

究则表明，少年儿童的生长主要在睡眠时完成。一般情况下，深夜22时至凌晨1时是生长激素分泌

的高峰期，也是人体内细胞坏死和新生最活跃的时间。如果错过这段睡眠时间，细胞的新陈代谢将

受到影响，即使以后补睡也无法弥补。从这个角度上说，超过1/10的小学生和1/3的中学生正在遭

受睡眠不足的隐性伤害。 

   所谓隐性伤害，是相对于显性伤害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加害行为发生时及发生后的相

当一段时间内，受害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身体或行为的异常变化。但是，这并不表明伤害事实没有

产生。相对于显性伤害而言，隐性伤害大多表现出一种迟滞性、后发性、隐蔽性、潜伏性、长期

性，要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潜移默化作用，或者同类加害行为重复发生的积累，受害人才会表现出

身体或行为方面明显的伤害表征。  

   另外，儿童所受到的隐性伤害还包括饮食状况。调查发现，接近8%的少年儿童午餐没有规

律，或用零食、方便面代替，或在快餐店或用盒饭解决。比较而言，小学生的午餐状况好于初中学

生；初中阶段午餐无规律者的比例逐渐上升。也有相当数量的孩子对食品中的人工添加成分的有害

性缺乏认识。这些都会给儿童带来严重的隐性身体伤害。 

   隐性精神伤害则多发生在家庭中。8.6%的孩子说"父母经常把我一个人留在家中"，47.4%的孩

子说父母偶尔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家中。而有11.7%的孩子曾经遇到过"父母只顾自己，不关心我"的

情况。此外，还有9.1%的孩子把父母不关心自己列为最害怕的事件。近20%的少年儿童在遭遇伤害

或受委屈时不告诉任何人或找不到人诉说。把父母吵架、打架列为自己最害怕的事件的孩子最多，

比例达35.7%；大约45%的孩子遇到过父母吵架或打架的情况。  

社会诸多部门儿童安全防范意识严重缺失 

--少年儿童数据解读数据之六  

   调查中，"中小学生人身伤害的处理与防范"研究课题组不仅调查了儿童在学校、家庭中的安

全事故及隐患，还调查了少年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现状。调查显示，在少年

儿童生活的环境中，"公路正在修建，无安全提示"、"下水道没有盖子或没盖好"、"建筑施工现场

无安全隔离设施"、"高压电线无安全隔离设施和警示标志"等安全隐患比例均较高。其中，"下水道

没有盖子或没盖好"的发生比例最高，为74.0%。发生率从高往低，依次是"公路正在修建，无安全

提示"、"建筑施工现场无安全隔离设施"，"高压电线无安全隔离设施和警示标志"分别为49.4%、

39.8%、28.4%。这一结果表明，社会诸多部门在保护少年儿童安全方面还没有树立应有的防范意

识。少年儿童好动的天性与社会环境中充满安全事故隐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教师和父母们

担心少年儿童自由活动时间和放学之后的活动时间受到伤害的重要原因。 



   调查还显示，与高发的安全事故及其隐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年儿童对安全事故的防范意

识却很差，由于自身行为而引起的安全事故发生的比例很高。其中骑车带人、骑车逆行、在马路上

玩耍、翻越隔离栏杆等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46.6%、24.6%、21.9%、19.8%。在遇到紧急事情时，

少年儿童闯红灯过马路的现象就更加严重。当被问到"如果上学快迟到了，在过马路时正好赶上红

灯，你会怎样"时，6.2%的被访者选择了"赶紧过马路"、9.6%选择了"旁边有人过就跟着过"、27.4%

选择了"车辆少，就小心地穿过马路",三项累计高达43.2%，仅有56.8%的人选择了"等绿灯亮了以后

再过马路"。少年儿童在安全和防范意识方面的严重缺失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 

   但调查也显示，少年儿童对火灾的防范知识状况还是较好的，有94.4%的人在遇到失火时，选

择"首先拨打119报火警或马上找大人来救火"。这也说明了安全教育的重要作用。如果在其他方面

能够对儿童进行更多安全防范的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将会使儿童真正远离伤害，健康成长。  

城市比乡村生活隐藏更多安全隐患 

--少年儿童数据解读数据之七  

  课题组对所调查的5846名少年儿童进行了城乡差异比较。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安全事故和

事故隐患的城乡差异除在5个题目上不显著外，其余各项目的调查结果，差异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在"在学校玩游戏或运动时受伤"、"在家中煤气中毒"、"在家中触电"、"在家中玩耍受伤"、"公路

正在修建，无安全提示"、"建筑施工现场无安全隔离设施"、"下水道没有盖子或没盖好"、"高压电

线无安全隔离设施和警示标志"、"你是否因为在学校受伤而住过医院"等多个题目上，城市组的选

择率都明显高于县镇和乡村两类地区。而在其余题目，均是县镇和乡村组高于城市组。在"上实验

课时受伤"，"学校楼梯或其他通道拥挤导致同学受伤"，"在家中烫伤或烧伤"，"在家中摔伤"，"在

家中食物、药物中毒"等项目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 

   这说明，总体来说，城市少年儿童在生活环境中发生安全事故的机会要明显高于县镇和乡

村。仔细分析城市少年儿童多发的安全事故类型可以发现，它们多与少年儿童的活动空间、家庭中

的现代设施等因素有关。城市少年儿童安全事故的严重程度也明显高于乡镇少年儿童，城市少年儿

童因受伤而住过院的人数比乡镇要高出两个百分点，并且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当然，这种情况也

可能与城市在医疗方面更为便利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城市少年儿童伤害程度较高的可能性。同时，

也可以看出，城市少年儿童活动空间相对乡镇少年儿童来说过于隘小，城市中有关少年儿童的安全

防范措施很不足。  

   另外，现代城市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少年儿童安全事故隐患，增大了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

性。例如，各种新的交通工具的使用、电器、煤气、游戏娱乐设施、城市建筑工地等都是少年儿童

人身安全的危险源，需引起父母、教师和有关人员的极大关注。现代城市的建设者们，在建筑设计

时，并没有对少年儿童的活动及其安全问题给以充分的注意，致使城市少年儿童的安全事故发生率

明显高于乡镇。这一点应该引起各有关部门的充分重视。  

网络伤害成为新的伤害源 

--少年儿童数据解读数据之八  

   调查显示，在被访的5846名少年儿童中，到过网吧的占34.6%；到过电子游戏厅的占29.2%；

到过录像厅的占9.5%；到过歌舞厅的占7.4%；另外38.5%选择了"不知道"。在上述有具体目的地的

选择项目中，去网吧的少年儿童是最多的。 

   由于网络的普及，少年儿童可能接触的不健康的信息源较多。调查结果显示，少年儿童在接

触网络时，多数情况是进行交友、聊天和影视娱乐，有些人被算卦等带有迷信色彩的网站所吸引，

还有少数人接触所谓"成人保健"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实际上对少年儿童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

因为它们远远超过了少年儿童的理解水平。当被问到"你都访问过下列哪些站点"时，24.1%的被访

问少年儿童选择了 "聊天室"；23.4%选择了"交友天地"；17.0%选择了"影视娱乐"；7.2%选择了"占

卜星座"；1.8%选择了"成人保健"。 



   调查还显示，有22.5%的少年儿童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有12.4%的少年儿童在网友提议见面时

会去见面。少年儿童是否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是否选择与网友见面，与其学业成绩和其父亲的学历

有着显著的相关。学业成绩越低，父亲学历越低的少年儿童，越愿意与网友保持经常联系，并且更

愿意与网友见面。同时，年龄越大的少年儿童，越可能与网友见面，男生较女生更多地选择与网友

见面，城市少年儿童较乡镇少年儿童更多选择与网友见面。我们的调查也显示，网上聊天中的不健

康内容比例相当高。  

   在对少年儿童的上网时间进行调查也发现，有10%左右的少年儿童每天上网时间超过1小时；

约1%的少年儿童接近上网成瘾状态，每天上网超过3小时。专家们认为，每天上网如果超过4个小时

就会染上网瘾，这将对少年儿童带来极大的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 

   上述结果说明，如果不加指导，网络给少年儿童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负面的影响。因

此，少年儿童在没有父母引导和监督的情况下上网，有可能给其带来不利影响，并增加其受到伤害

的机会。 

   但是，当课题组考察了父母对子女使用电脑时间的控制情况时，不能不忧心忡忡。统计结果

显示，超过一半的父母意识到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对孩子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不管孩子是否用电

脑学习，他们都会嘱咐孩子注意休息，不要连续使用太长时间。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47%

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不加限制，或在孩子用电脑学习时不加限制：11.6%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

根本"没有限制"，18.7%的父母认为只要孩子是把电脑"用于学习则不加限制"，还有16.6%的父母只

是限制孩子游戏或上网。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给少年儿童造成的身体伤害，如

视力下降、肌肉劳损等。父母对子女身体健康状况缺乏关注，也是导致少年儿童身体伤害的一种潜

在的危险因素。  

   少年儿童的认知和自我控制能力均处于发展中，和成人相比，他们比较难识别环境中隐藏的

有害因素；有时，他们即使觉察到一些有害因素，也可能因为控制不住自己而不能使自己免于受

伤。例如，许多孩子知道长时间看书或玩电子游戏对眼睛、脊柱没好处，但他们常常管不住自己。

为此，要保持少年儿童的生活规律，使他们远离隐性身体伤害，还需要来自成人的监督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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