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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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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学校安全与稳定

及时排查调解教育系统内的矛盾纠纷，有助于维护学校及教育系统的安全与稳定，保障师生权益和正常秩序。

促进教育公平

通过解决教育系统内的矛盾纠纷，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加强法制建设

排查调解矛盾纠纷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解决纠纷，有助于增强教育系统各方的法律意识，推动

法制建设。

教育系统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的重要性



学校管理不完善

学校管理不完善或存在漏洞，可能引发师生之间的

矛盾纠纷。因此，开展排查调解工作有助于完善学

校管理。

师生法律意识不强

部分师生法律意识不强，可能引发一些不必

要的矛盾纠纷。通过排查调解工作，有助于

增强师生的法律意识。

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多发

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易发多

发，教育系统也不例外。需要及时开展排查

调解工作，化解矛盾纠纷。

教育系统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的背景



01 通过开展排查调解工作，减少教育系统内的矛盾纠纷

的发生。

减少矛盾纠纷

02 针对已经发生的矛盾纠纷，及时开展调解工作，提高

调解成功率，降低纠纷升级的风险。

提高调解成功率

03 通过排查调解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师生的

法律意识，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教育系统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的目标



工作任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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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排查时间与周期

选择合适的排查时间和周期，确保排查工作全面、及
时。

制定排查流程

明确排查流程，包括信息收集、整理、分析等环节。

确定排查重点

针对教育系统中常见的矛盾纠纷，确定排查重点领域
和对象。

制定排查计划



针对不同的矛盾纠纷类型，确定相应的排查内
容，如涉及人员、事件、利益关系等。

确定排查内容

制定详细的排查标准，确保排查工作全面、准
确。

制定排查标准

采取多种手段，如调查问卷、实地走访等，提高排查效率和准确性。

完善排查手段

确定排查内容与标准



成立排查小组
组建专业的排查小组，明确小组成员职责与

分工。

实施排查计划
按照排查计划，开展全面、细致的排查工作。

开展培训与指导
对排查小组成员进行培训和指导，提高排查

工作的专业性和准确性。

组织开展排查工作



建立调解机制
建立完善的调解机制，确保调解工作的及时、
有效性。

落实调解措施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调解措施，如协
商、调解会议等。

确定调解流程
制定调解流程，包括当事人申请、调解组织

介入、调解实施等环节。

开展调解工作



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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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实施方案（1周）

01 确定排查调解工作的目标和原则

02 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和时间表

03 明确各阶段的任务和责任人



编写宣传材料，包括海报、宣

传册等

确定宣传渠道和方式，如媒体、

社交平台等

组织培训会议，对排查调解工

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01 02 03

宣传与培训（2周）



确定排查对象和范围

组织专业人员开展排查工作

对排查结果进行汇总和分析，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排查策略

组织开展排查（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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