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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校园安全与每个师生、 家长和社会有着切身的关系。 从

广义上讲， 校园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在校期间， 由于某些偶然

突发因素而导致的人为伤害事件。 就其特点而言， 责任人一

般是因为疏忽大意或过失失职造成的， 而不是因为故意而导

致事故发生的。

校园安全工作是全社会安全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

部分， 它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学生能否安全、 健康地成长， 关

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稳定。 中小学生作为

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的健康成长涉及千家万户， 保护中小

学生的安全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在我国， 青少年学生的意外伤害多数发生在学校和上学

途中， 而在不同年龄的青少年中， 又以 １５ ～ １９ 岁意外伤害的

死亡率最高。 据有关部门对中小学生安全问题的调查表明：

中小学生中 ５２ ８％的认为比较安全， １２ ５％的认为自己不是

很安全， 还有 ３４ ７％的认为自己的安全状况 “一般”。 在调查

是什么因素对中小学生安全影响最大时： 有 ４７ ２％的认为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影响最大， 再依次是 “学校周边的不

良环境” 占 １９ ４％、 “交通安全” 占 １５ ３％、 “交友的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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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６ ９％， “上经营性网吧” 占 ２ ８％， “其它” 占 ８ ４％。 近

年来， 有关校园暴力和暴力伤害事故更是频繁发生， 严重损

害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影响了校园良好的教学环

境。 在新的形势下， 给校园安全管理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广泛重视。

可见， 加强和保护中小学生的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

是必须要做到广泛宣传， 让全社会都来保护中小学生安全和

关心青少年犯罪问题， 特别是学校要担负起重要责任； 二是

孩子父母要正确关心、 引导、 管好孩子， 要教育孩子随时注

意自身安全； 三是中小学生要加强安全知识的学习， 做到有

备无患， 增强人身预防和安全保护意识。

校园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保护好

每一个孩子， 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意外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

已成为中小学教育和管理的重要内容。

为此， 我们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特别编辑了这套 “学

校安全管理规范与安全活动策划” 图书， 主要包括交通安全、

用电安全、 防火安全、 运动安全、 网络安全、 灾害危险自救、

防骗防盗防暴与防身自卫、 预防黄赌毒侵害、 饮食卫生与疾

病预防、 和谐相处与遵纪守法等内容， 图文并茂， 生动有趣，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 是各级学校用以指导广大中小

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的良好读本， 也是各级图书馆收藏的

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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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校园防骗常识



校内诈骗主要手段

诈骗，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由于它一般不使用暴

力， 而是在一派平静甚至 “愉快” 的气氛下进行的， 受害者

往往会上当。 提防和惩治诈骗分子， 除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

和法治以外， 更主要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谨慎防范和努力，

认清诈骗分子的惯用伎俩， 以防止上当受骗。

假冒身份， 流窜作案

诈骗分子往往利用假名片、 假身份证与人进行交往， 有

的还利用捡到的身份证等在银行设立账号提取骗款。 骗子为

了既能骗得财物又不暴露马脚， 通常采用游击方式流窜作案，

财物到手后即逃离。 还有人以骗到的钱财、 名片、 身份证、

信誉等为资本， 再去诈骗他人、 重复作案。

投其所好， 引诱上钩

一些诈骗分子往往利用被害人急于就业和出国等心理，

投其所好、 应其所急施展诡计而骗取财物。 某学校应届毕业

生丁某为找工作， 经过人托人再托人后结识了自称与某公司

经理儿媳妇有深交的哥们儿何某， 何某称 “只要交 ８００ 元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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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费， 找工作没问题”， 谁知何某等拿到了介绍费以后便无影

无踪了。

真实身份， 虚假合同

利用假合同或无效合同诈骗的案件， 近几年有所增加。

一些骗子利用学校学生经验少、 法律意识差、 急于赚钱补贴

生活的心理， 常以公司名义、 真实的身份让学生为其推销产

品， 事后却不兑现诺言和酬金而使学生上当受骗。 对于类似

的案件， 由于事先没有完备的合同手续， 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往往时间拖得很长， 花费了许多精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借贷为名， 骗钱为实

有的骗子利用人们贪图便宜的心理， 以高利集资为诱饵，

使部分教师和学生上当受骗。 个别学生常以 “急于用钱” 为

借口向其他同学借钱， 然后却挥霍一空， 要债的追紧了就再

向其他同学借款补洞， 拖到毕业一走了之。

以次充好， 恶意行骗

些骗子利用教师、 学生 “识货” 经验少又苛求物美价廉

的特点， 上门推销各种产品而使师生上当受骗。 更有一些到

办公室、 学生宿舍推销产品的人， 一发现室内无人， 就会顺

手牵羊、 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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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为名， 设置骗局

随着学校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学校学

生分担培养费的比重逐步加大。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勤工俭

学已成为青少年谋生求学的重要手段。 诈骗分子往往利用这

一机会， 用招聘的名义对一些 “无知” 学生设置骗局， 骗取

介绍费、 押金、 报名费等。 某学校几位学生通过所谓的 “家

教中介” 机构联系家教业务， 交了中介费后， 拿到手的只是

几个联系的电话号码， 其实， 对方并不需要家教， 或者＂ 联

系迟了＂ ， 但要想要回中介费是绝对不可能的。

骗取信任， 寻机作案

许骗分子常利用一切机会与青少年拉关系、 套近乎， 或

表现出相见恨晚而故作热情， 或表现得十分感慨以朋友相称，

骗取信任后常寻机作案。 诈骗分子何某在火车上遇到某学校

回家度假的学生杨某， 交谈中摸清了该生家庭和同学的一些

情况。 何某得知杨某同班好友李某假期留校后， 便返身到该

校去找李某， 骗得李某的信任后受到了热情款待。 第二天， ８

个学生寝室遂被洗劫一空， 而何某却不辞而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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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常见的诈骗术

假冒身份， 流窜行骗

诈骗分子利用虚假身份、 证件等与人交往， 骗取财物后

迅速离开。 且诈骗地点， 居住地点不固定。

投其所好， 引诱上钩

诈骗分子利用新生入学， 学生人地生疏、 毕业生择业心

切等心理， 以帮学生找熟人、 拉关系为学生办事为由行骗。

招聘为名， 设置圈套

诈骗分子利用大学生家住农村、 贫困地区、 家庭困难等

条件。 抓住学生勤工俭学减轻家庭负担的心理， 以招聘推销

员、 服务员等为诱饵， 虚设中介机构收取费用， 骗人财物。

以次充好， 恶意行骗

诈骗分子利用学生社会经验少， 购买商品苛求物美价廉

的特点。 到宿舍或私定的场所销售伪劣商品， 骗取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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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请家教， 实为掠 “色”

诈骗分子利用假期学生担任家教之机。 以虚请家教为名，

专找女学生骗取女生的信任， 骗财又骗 “色”。

精心策划， 网上行骗

诈骗分子利用学生上网时机， 在网上用假名交谈一些不

健康的内容。 之后打印成文找你恐吓： 拿钱了事， 不然就交

ＸＸ 地处理进行威胁， 诈骗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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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校园诈骗案

假冒身份进行骗钱

这是诈骗分子常用的诈骗伎俩， 作案人常假冒学生或者

学生的亲友等， 以落难求援或帮助他人的名义行骗。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３ 日下午 ３ 时左右， 广州某大学学生黄某在

广州百货大厦三楼， 被三名学生摸样的人拦住问， “您好， 借

你的电话 ＩＣ 卡用一下好吗？” 得知黄某没有 ＩＣ 卡后， 他们很

不好意思地自称说是 “北大” 某学院的学生， 来沿海地区考

察掉队， 不小心与老师失去联系， 现在身无分文， 并拿出自

己的学生证给黄某看。 好心的黄某直接将手机递给了他们使

用。 等电话打完后， 他们说教师现在在北京， 明天过来接他

们； 今天又很重要的资料要从广州这面传达到北京， 而资料

都存放在旧机场的计算机中心档案室内， 需要花钱把它拿出

来， 希望得到黄某的帮助， 并让所谓的老师打电话给黄某说

钱会还的， 让黄某不用担心。 于是， 黄某信以为真， 倾囊而

出， 借 ５０００ 元给了三名所谓的 “北大” 学生。 为方便与黄某

联系， 还借了黄某的手机来用， 第二天在一起归还。 整个过

程中作案人表现出极大的感激之情并努力从言谈中显示自己

家境殷实等。 事后， 黄某才发现被骗。

７



拾物平分方式进行诈骗

这种诈骗手法比较老土， 陈旧， 但作案分子利用受害者

的贪小便宜、 财迷心窍的心理和特点实施行骗。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６ 日下午 ４ 时左右， 学生王某行走在校园内，

突然发现前面一名骑单车的男子身上掉下一个钱包。 王某马

上喊道： “先生， 你掉了钱包”。 但是该名骑车男子充耳不闻，
一阵风就不见了。 王某只好捡起钱包， 这是从旁边走来一名

女子， 要求打开钱包看个究竟， 发现钱包内有一大块金条并

附有一张 ３ 万元的发票。 于是， 该女子要求与王某平分金条，
王某看到这么大块黄金， 又有发票为证， 自以为不会有诈，
于是以 １ 万 ５ 千元人名币换取该金条。 事后发现该金条是假

的， 后悔莫及。

以假手机掉包真手机的方式进行诈骗

这是社会上流行的一种骗术， 该手段也渗透进了大学校

园， 是大学生深受其害， 诈骗分子经常利用大学生思想单纯

和贪图便宜等心理特点进行诈骗。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渔业 １３ 日上午， 笔者高校学生宿舍管理员秦

某在学生区值班巡查时， 当他走到学生区某超市侧门是， 旁

边有一名矮个子中年人凑上前， 问黄某： “秦先生， 你要三星

牌带摄像头手机吗？ 很便宜的！ 才 １６００ 元。” 秦某不为利诱

所动， 马上向保卫处报案。 在报案时有一个高个子悄悄接近

矮个子中年人， 矮个子向高个子中年人手上塞了一样东西，
高个子中年人立即向校园的门口方向逃窜。 等接警人员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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