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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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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工程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要：安全问题一直是困扰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一大顽疾．而体育运动自身的竞争性、对抗性和健身性决定
了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必然性．因此，从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特殊性和“健康第一”与“安全第一”的风险规
避博弈格局论证了构建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安全保障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提出该安全保障体系由安

全预防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两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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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运动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参与体育运动不
仅能够增强体质、愉悦身心，同时还存在着诸多风

险．近年来，频发的高校体育伤害事故及相关法律纠
纷让高校、体育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苦不堪言．由
于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一旦发生体育伤害事故，高校

和体育教师经常被推至伤害事故的风口浪尖，导致

一些消极的规避措施应运而生，诸如铅球、体操等部

分健身价值很高的项目被暂停开课．目前，安全问题
已成为高校公共体育教学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世
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运动场所，也不存在一套可预

防所有伤害的标准化措施，即使是乒乓球这种室内

运动，运动伤害也是在所难免的［１］．因为体育运动
具有竞争性、对抗性和挑战性，再加之大学生的年

龄、心理和性格特点，所以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发生

体育伤害事故在所难免，成为必然中的偶然．如何将
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及伤害程度降到最低，于

是构建一个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高校公共体育

教学安全保障体系就显得迫在眉睫．

１　构建安全保障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１１　必要性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构建高校公

共体育教学安全保障体系的必要性．而高校公共体
育教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教学环境的特殊性和身

体教育的特殊性两个方面．
任何教学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教学环境中才能

顺利进行，体育教学也不例外．高校公共体育的教学
环境与其他学科的教学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高校
公共体育教学一般在室外操场或空旷的场地进行，

其教学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容易受到外界环境

的干扰和影响．首先，是来自于不同体育项目之间的
相互干扰．由于大多数体育项目教学主要在操场上



进行，同一操场上经常会出现足球、武术、健美操、散

打、空手道等不同项目的几个班级在同时上课．由于
不同项目技术动作和练习内容的差异性会使学生注

意力分散，他们往往会对其他项目表现出强烈的好

奇心，在课堂上东张西望，导致开小差现象较严重．
其次，由于室外环境较空旷，再加之班级学生人数超

额现象严重，常常导致站在队伍后排的学生听不清楚

教师的课堂讲解．再次，还有部分学生潜意识里对体
育课不重视，不愿意听教师讲解．也正是因为学生思
想上的不重视和外界环境干扰的叠加效应，才无形中

加大了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最后，体育场地、器材也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例如有时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场
地积水及场地湿滑，此时很容易造成体育教学伤害事

故的发生．因篮球架年久失修引起的伤人事件也屡见
不鲜．这里不再列举．也许大家会认为，羽毛球、乒乓
球等隔网类体育项目，不易发生伤害事故，是相对安

全的．其实不然，以羽毛球为例，虽然隔网类体育项目
身体接触及对抗性较少，但是劣质的羽毛球拍却成为

羽毛球教学中最大的安全隐患．由于劣质羽毛球拍大
多无手胶（手胶具有防滑作用）或手胶质量较差，在

教学中经常会出现学生由于手汗较多，导致球拍整体

从手中滑落或飞出去的现象，造成羽毛球拍杆伤人事

故．由此可知，就连羽毛球这样的隔网类非身体对抗
性体育项目都容易发生伤害事故，可想而知，像篮球、

足球、散打等这类身体接触较多和对抗性激烈的体育

项目，出现伤害事故的概率更是成倍增长．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身体教育的特殊性主要表现

在体育教学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身体和大

脑并用的教学形式，在课堂上学生不仅要认真听教师

讲解，仔细观察教师的示范，还要身体力行地模仿教

师的示范动作并进行技术动作的反复练习．以羽毛球
教学为例，羽毛球教学大多在室内进行，由于室内场

地有限，加之绝大部分学生是初学者，控球能力较差，

在练习过程中无法准确地控制球的落点，导致学生在

练习过程中经常会发生身体碰撞．虽然在理论课教学
中教师已反复强调教学中可能涉及到的各种安全问

题，但仍未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因此在实践教学中学
生不检查球拍，使用劣质球拍，随意横穿场地的情况仍

普遍存在，这些因素都是造成体育伤害事故的隐患．
综上所述，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发生体育伤害

事故在所难免，为了保障学生、教师及学校的合法权

益，有必要构建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安全保障体系．

１２　紧迫性
“健康第一”与“安全第一”的博弈格局决定了高

校公共体育教学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的紧迫性．众所周
知，“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学校体育发展中起着

统领全局的作用．体育运动本身的对抗性、健身性、挑
战性与体育运动的安全问题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既

相互联系又互相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天平的

两端．在教学中如何做到不仅能增进学生的身体健
康，同时还能保障学生的安全，是摆在体育教学工作

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和难题．当然，大家都希望既能保
障“健康”，又能保证“安全第一”，但是学校为了保证

“安全第一”，将体育运动的激烈与危险画等号，把体

育与安全变成对立的两端［２］．由此可知，在体育“安全
第一”的高压警戒线下，以及学校领导三令五申不能

出教学事故的严令禁止下，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教学的

具体执行者和实施者，背负着巨大的思想包袱和心理

负担．目前已有不少高校迫于安全问题的顾虑，取消
了健身价值较高的体操及田径的部分项目，让原本丰

富多彩的体育课堂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和色彩．体育教
学的魅力是通过多样的身体练习方式不断增强学生

体质，而不是通过减少运动强度、运动量来保证学生

的生命安全．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从短期看，确实减
小了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从长远来看，是以牺

牲学生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这与国家提倡的学生全

面发展背道而驰．综上，不管从学生的安全角度出发，
还是从学生的健康角度考虑都迫切需要构建高校公

共体育教学安全保障体系．

２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安全预防及保障机制

２１　安全预防机制
因为学校体育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高校公共体

育教学伤害事故的发生往往防不胜防，所以建立和

完善体育伤害事故安全预防措施不仅显得特别必

要，而且应从国家、学校、学生和体育教师几个层面

建立该安全预防机制，从而减少体育伤害事故的发

生率，保障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２１１　完善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体系

体育教学安全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
什么校园体育伤害事故的纠纷不断，甚至不断升级．
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学生及家长的维权意识逐步

提高；另一方面，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导致体育伤

害事故责任认定缺乏相关法律法规依据．而学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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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伤害事故的频发地带，急需相关法律法规为公

共体育教学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教育部颁布的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指出：“在对抗

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

的，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

律责任．”［３］虽然该办法明确了在体育伤害事故中
学校承担过错责任原则，但有时在各方均无过错的

情况下，法院仍然会判决由学校、受害人和加害人按

照公平原则承担责任［４］．如果学校没有过错也要承
担责任，这样就会无形中加重学校的经济负担，挫伤

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导致学校采取一些消

极措施来规避和减少风险，然而这种做法不利于学

生的全面发展．在处理伤害事故的民事纠纷中，《学
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只是规章制度，仅作为参考，

不具有法律效力．由于对体育伤害事故权责界定模
糊，以及针对性的法律保障体系欠缺导致事故伤害发

生后的“无法可依”［５］．因此，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出
台有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法规，明确体育伤害

事故的归责原则、伤害事故赔偿范围及标准等相关事

宜，为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提供详实的法律依据，从

而更好地保障事故中各方的合法权益．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美国、日本等国有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具有
明确而完善的法律规定，我国可适当借鉴．
２１２　构建校本体育教学安全教育系统

本课题组调查显示，有８７％的学生对体育锻炼
基本知识了解甚少，因此更谈不上养成体育锻炼习

惯．“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这句至理名言每个人都
耳熟能详，但真正能做到每周运动３次，每次运动在
３０ｍｉｎ以上的学生却少之又少．因此，要不断提高学
生对体育锻炼的意义及安全问题的认识．建议各高
校可结合本校体育公共课的开展情况，成立符合学

校实际且操作性强的校本公共体育教学安全教育系

统．以校园网为依托，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向全校师生普及体育锻炼及安全方面的知识．线上
利用方便、快捷的网络平台诸如手机报、ＱＱ群、微
博、微信等方式，线下采取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面

授体育锻炼常识、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例如定期为

全校大一新生开展“科学健身、文明健身、安全健

身”等方面的专题讲座．通过各种教育方式，让学生
清楚体育运动的意义及存在的风险，并在思想上引

起其高度重视，逐步使学生的体育锻炼活动科学化、

规范化和生活化．

２１３　提高体育教师的责任心和安全意识
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的生命线．由于受到当前评

价机制的影响，体育教师为了晋升职称，他们更多关

注的是科研成果和论文，以及如何带好运动队并创造

好成绩，而对于教学则关注度不高，认为只要能顺利

地完成教学任务，不出教学事故就万事大吉．于是在
教学实践中，部分体育教师由于责任心不强，加之对

所授教学内容准备不够充分，未能对教学中可能出现

的危险做出预判，导致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甚至有
部分体育教师面对学生的体育伤害不知所措，以至于

延误了医疗救治的黄金时间，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如果体育教师能够全面了解学生的身体情况，做好充

分的准备工作并及时告知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可能出

现的危险，则很多伤害事故是可以避免．因此，要不断
提高体育教师的责任心、安全意识、教学基本功和专

业技能，要求体育教师严格按照体育教学常规，做好

充分的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在练习过程中有意识地

预防运动损伤，才能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２２　安全保障机制
２２１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安全问题处理机制

健全和完善的规章制度是学校体育正常开展的

前提和保证．如何正确处理体育教学中发生的安全
问题，这是有关方面和体育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２０１５年教育部关于《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
法》第十条指出：“学校应当主动公示体育运动风险

防控管理制度、体育运动伤害事故处理预案等信息，

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６］基于此，针对“贵校有
没有出台有关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处理预案及

细则”这个问题，本课题组根据安徽省地域分布情

况选择了１６所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１４所高校未出台体育活动伤害事故处理预
案，占８７５％；已制定体育活动伤害事故处理预案
的高校仅有２所，占１２５％．这样的结果不尽如人
意．《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虽然从宏观层面上对
伤害事故的相关问题做出了界定，但缺少详细的伤

害事故处理预案．如果没有具体的处理预案，必然导
致一旦出现体育伤害事故时自乱阵脚，甚至耽误医

疗救治的黄金时间．为了逐步完善高校公共体育教
学安全问题处理机制，建议各高校应严格按照教育

部的有关要求，由体育部门牵头组织相关的部门及

医务人员进行研讨，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

行的体育活动伤害事故处理预案，更好地保障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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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及学校的合法权益．
２２２　提高体育教师的应急处理能力

体育教师是体育教学的主要实施者和组织者，同

时也是预防和应对体育教学伤害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针对“您工作后是否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安全急救技能

方面的培训”这一问题，本课题组对安徽省１６所高校
的６４位体育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见表１），仅有
７８％的体育教师参加过安全急救技能方面的培训，
有９２２％的体育教师坦言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安全
急救技能方面的培训．这样的结果将会导致体育教师
在体育教学伤害事故发生时，现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

力不足．尽管绝大部分体育教师在本科和研究生学习
阶段大都接触过“运动医学”“运动保健”“运动生理

学”等课程，但事实上大部分体育教师的安全急救处

理能力还相当薄弱，安全急救技能还亟待提高．
表１　体育教师参加安全急救技能培训情况调查

参加情况 参加过 未参加

教师 ５ ５９

百分比／％ ７８ ９２２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学生发生呕吐、

晕倒、抽筋、中暑、急性软组织损伤等情况，严重时甚

至出现呼吸、心搏骤停，于是就要求体育教师必须学

习并掌握掐虎口、掐人中、压迫止血、人工呼吸、胸部

按压等基本的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能及时

处理体育教学中出现的常见体育伤害事故．
２２３　完善我国学校体育保险制度

目前，学校主要是通过购买学生意外伤害保险

来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但存在险种单一、覆盖面

窄、理赔难，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需要说明的是，
意外伤害险中明确列出攀岩、武术、摔跤、特技表演

等高风险活动属于除外责任．因而体育保险只能作
为普通保险的特例存在，也可以认为，目前学校体育

活动风险的客观存在与我国学校体育保险发展落后

的现状已成为制约我国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目标

实现的障碍［７］．当前，高发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迫
切需要国家组织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士进行调研，逐

步建立并完善专门的学校体育保险制度．而美国等
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保险业之所以蓬勃发展，得益于

其完善的法律基础．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等体育发达
国家的做法，通过购买保险间接转嫁体育风险，让体

育保险为体育活动保驾护航．此外，我国也可针对学

校体育保险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或借鉴上海市的

做法，由政府出资建立统一的学校责任保险制度，以

达到切实减轻学校负担，保障学生体育权利的目的．
２２４　建立体育伤害事故校园基金

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体育伤害事故专项校

园基金，进一步健全体育运动安全保障机制，同时鼓

励和动员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校园基金的保
障范围应涵盖整个校园，并具有灵活、快捷、方便等

特点，不论是体育课、课外活动、体育训练、比赛都将

得到有效保障，最大限度地保障大学生的体育权利．
该基金的资金可来源于校友、企事业单位、公司的募

捐及赞助等，多渠道筹集资金，逐步完善体育伤害事

故校园基金，进而推动校园体育运动健康发展．

３　小结

体育运动的健身性、对抗性和身体参与性，决定

了体育教学中伤害事故的高发性．为了保障学生、教
师、学校的切身利益，减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迫切需

要构建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体育安全保

障体系．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安全保障体系由安全预防
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两个子系统组成．该保障体系主
要起到预防和干预的作用，通过有效的预防，减小体

育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通过有效的安全保障机制，

解决学校、教师、学生的后顾之忧，从而保障各方的合

法权益，最终保障体育教学的健康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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