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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风险研究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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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the Research in Risk of Exercise and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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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讨论了体育活动风险研究内容与方法 ,并简要说明国内外体育活动风险研究的基本

情况 ,并对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体育活动风险研究走向提出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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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risk in exercise and sport ,

and reviews summarily the advance in risk of exercise and sport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Finally , the advice and opinions on the risk research of exercise and sport in China in the future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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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注体育活动风险

我国体育风险研究刚刚起步 ,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文献资

料 ,开展这方面的创新研究难度很大 ,需要勇气和毅力 ,更需要

环境、氛围和条件。我认为 ,鼓励创新 ,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更

应落实到行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应该发扬学术民主 ,

提倡学术自由 ,需要更多鼓励与支持。如果在研究初始阶段

“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很多有创意的研究就会被“扼杀”于萌芽

之中。

这几年 ,国内体育活动风险研究逐步增多 ,这是好事 ,说明

大家已经对此有所认识 ,并开始重视 ,我们也一直坚持开展这

方面的研究。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已经有多人完成体育活动

风险方面的硕士论文 ,同时 ,博士研究生也参与了该领域的研

究。

需要指出的是 ,与其它社会活动相比 ,体育活动风险问题

是比较突出的。研究体育风险不是赶时髦 ,更不是换个新名

词 ,而是体育实践的呼唤和需要 ,也是一种学者社会责任的体

现。

2 　体育活动风险理论与方法

在研究运动员参赛风险过程中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 ,

什么是参赛风险 ,而要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来 ,需要先知道什

么是风险。尽管对于“风险”概念的解释有不同的说法 ,但共同

的一点是指不好的或不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按照逻辑学上

的概念界定的“属加种差”方法 ,所谓的参赛风险是指运动员参

加体育竞赛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不好或不利的事件。[1 ]

以往研究经常讲比赛中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但基本停留在

实践的层面上 ,而这类问题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归属。把这样的

问题用参赛风险一词来表述 ,实际上是从风险的视角来审视运

动员在比赛中可能遇到的不利事件。这应该说是找到了一个

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风险管理工作着眼于未来 ,是将来时 ,是“未雨绸缪”、“有

备无患”。借鉴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 ,特别是风险识别、风险

评估和风险应对技术 ,有助于系统、深入地研究比赛中可能发

生的这样或那样的事件及出现的问题 ,这在以往的同类研究中

是没有的。实际上 ,不管研究什么风险问题 ,都离不开风险管

理的三大环节或步骤 ,也正是这三大环节或步骤让我们在纷繁

复杂、不确定的环境中 ,提早发现可能的损害或损失 ,并采取相

应的应对措施。

我不敢谈什么研究创新 ,但起码在这个问题上 ,我率先提

出了“参赛风险”,也尝试着建构了运动员参赛风险管理体系。

虽然这样的研究本身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但是起码勇敢地

迈出了“一小步”,同时希望看到这一开创性的研究能使这一领

域的研究与应用迈出“一大步”。

在研究运动员参赛风险之前 ,国内体育活动风险研究大多

集中在赛事风险与运动员伤害风险上。2003 年 ,由于“非典”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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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原计划在我国举办的女足世界杯改在美国 ,让国人首次领

略了赛事风险。近年来一些优秀运动员在重大比赛前和比赛

中发生的伤残事件以及学校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学生猝死事件 ,

使得这样的问题倍受人们关注。

实际上 ,体育活动风险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 ,在竞技体育、

学校体育和体育锻炼中到处都存在各种风险。最近几年 ,大中

小学校里发生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受伤和死亡的事件 ,已经成

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此外 ,在健身房和其它体育活动场所

也不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事件。其实 ,此类事件决非现

在才有 ,而是一直存在。过去经常听到学校体育工作提出的口

号是 :健康第一。我倒是觉得 ,如果非要找到第一的话 ,应该是

“安全第一”,没有安全作保障 ,也就无所谓健康。

目前 ,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小学体育活动风险问题的研究以

及老年人体育锻炼风险的研究 , [2 - 4 ]正在进行大学体育活动风

险问题的深入探讨 ,同时也即将完成学校体育竞赛风险研究。

另外 ,体育旅游风险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当然 ,运动员参赛风

险问题还在继续深入研究中 ,重点放在运动员参赛心理风险

上。下一步我们要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 ,借鉴国外风险认

知研究方法 [5 ] ,力争在体育风险认知 ( The Perception of Risk in

Sport)方面取得一些研究进展。

目前 ,在体育活动风险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体育活动

风险分类的问题。尽管风险有各种分类方法 ,但是不等同于体

育活动风险就有了合适的分类标准与办法。具体到不同的体

育活动风险研究 ,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风险分类的问题 ,然后

才是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风险应对的问题。

3 　体育活动风险研究的方法问题

风险是指未来发生不好事件的概率。它指向于未来可能

发生的事情 ,而不是过去和现在。我们可以基于过去发生和现

在出现的事件 ,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做一个基本判断 ,但这

种判断的结果只能是一种概率事件 ,即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

生。风险管理上有一句名言 :只要它可能发生 ,它就一定会发

生。今天不发生 ,迟早有一天会发生。这也正是为什么要进行

风险管理研究与应用的意义所在。

现在有的城市天气预报开始采用概率预报 ,不再像过去那

样提前告诉你明天下雨还是下雪 ,而是把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多

少告诉你 ,充分考虑到“天有不测风云”。体育活动风险研究也

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无法预测明天或今后的体育活动中一

定会发生什么 ,但是可以根据以往的历史资料和目前的数据分

析指出未来体育活动中可能或很有可能发生什么、这些风险发

生的程度及危害性等。

在体育活动风险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体育活动风险识别和

风险评估的方法。尽管许多风险管理著述中都介绍了一些方

法 ,但具体到体育活动的风险研究与应用上能使用的方法还很

有限。因此 ,有必要在借鉴学习基础上 ,开发体育活动风险识

别与风险评估的专用工具。

在运动员参赛风险研究中 ,首先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前提

下 ,构建运动员参赛风险源 ,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出《运动员参赛

风险识别表》,用于我国优势项目高水平运动员参赛风险识别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编制《运动员参赛风险识别表》过程中 ,

对以往资料上记载、教练员和运动员口述以及其它研究报告的

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归纳 ,尽可能囊括运动员在比赛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 ,虽然也知道要囊括运动员参赛的所有

风险是不可能的 ,但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想法 ,并竭尽全力去完

善。可以说 ,运动员参赛风险识别的工作量很大 ,仅历年的《新

体育》杂志和《中国体育报》就翻阅了两遍 ,加上大量体育相关

文献的收集和阅读 ,真是费时费力。最初提出的参赛风险条目

上千 ,后经过反复归纳删减才保留到现在的 236 条。

在运动员参赛风险研究中 ,最困难的是如何进行运动员参

赛风险评估 ,一开始计划采用层次分析法 ,但是在预试中发现

实测难度大 ,且效果不理想。后来 ,提出采用帕累托分析 ,就是

先让教练员回答运动员参赛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这样的开放

式问题 ,然后计算项目的频数和累计百分比 ,最后找出主要参

赛风险。后来的调查数据统计表明 ,这种评估方法是行之有效

的。

科学研究本身也有风险 ,决不是“旱涝保收”。考虑到调查

对象是国家队教练员 ,一旦调查失败的话 ,就没有第二次机会。

于是 ,必须想办法寻找一种更加简洁、实用的参赛风险评估的

方法。时间过得真快 ,半年过去了 ,调查工作还有半个月就要

全面开始了 ,但我的另一种方法还是没有找到。功夫不负有心

人 ,一个更加偶然的机会 ,刚从网上订购的一本风险管理的著

作启发了我。这本书提到“列表排序法”[6 ] 正是我这么长时间

一直在寻找的评估方法 ,令我激动不已。于是 ,我忘记了吃饭

和睡觉 (现在想来简直就是废寝忘食) 根据这种方法的思路 ,编

制《运动员参赛风险评估表》,当全部编制完成的时候 ,离外出

测试仅余一天的时间。带着打印好的调查表 ,我踏上了飞往南

方某地的航班。这个时候 ,更深刻感受到什么是“车要山前必

有路”,同时又不免暗自庆幸。

我们近年来的一些体育活动风险研究大多采用了我上面

提到的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方法 ,所不同的是根据研究的内

容差异重新设计编制各自的风险识别表和风险评估表 ,效果都

还是不错的。

当然 ,体育活动风险研究还可以采用其它方法。前面提到

的“层次分析”法之所以最后没有采用 ,不是方法本身的问题 ,

主要还是考虑到方法的可操作性问题 ,至少在我研究的这个问

题上 ,它不是最佳的方法。因此 ,就体育风险研究和应用的方

法而言 ,可供选择的方法和手段很多 ,适合你所研究问题的方

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4 　体育活动风险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目前 ,国内还没有一本体育活动风险管理方面的教材 ,也

没有哪个院校开设“体育活动风险管理”的课程 ,这方面的学术

专著也只有我在 2005 年出版的那本博士学位论文。令人可喜

的是 ,近 5 年来在体育活动风险管理方面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

量在逐步增多 ,特别是围绕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风险问题开展

的研究“独领风骚”,也开始出现国家资助的体育活动风险方面

的课题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领域研究论文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特

别需要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 ,而不是仅仅是停留在简单方法的

介绍或大谈意义重要上。鉴于一些研究者自身对风险认识的

局限 ,有些研究在概念界定、分类和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不少常

识性问题。

国外体育活动风险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 Herb Appen2
zeller 主编的《体育风险管理 :问题与策略》。最新版本是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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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第 2 版。这本书收录了近 40 位作者的 43 篇论文。这

些论文被分成 6 个部分 ,包括导论、侵害责任问题、医疗问题、

项目和设施管理问题、风险管理关注的事以及风险管理发展趋

势等。[7 ]

另外 ,美国 John O. Spengler 等 (2006) 撰写了《体育与娱乐

风险管理》一书。全书共分 11 章 ,包括下决心管理风险、医疗

紧急行动计划、保护儿童、体育与娱乐中运动热症、照明安全、

血液病原体、心脏骤停与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药物检查、装

备、前提、指导与监管、运动场安全以及水上运动安全等。[8 ]

还有一本书是英国 John Severs 等 (2003)撰写的《小学体育

安全与风险》(教师手册) 。这本书从以下 12 个方面来阐述 :教

师与法律、教师与儿童、教师、设备与环境、风险管理原则、体育

活动风险管理策略的设计、体操与舞蹈、小器材练习、游戏、追

逐活动和接力、竞技、户外和冒险活动、包括游泳和跳水的水上

活动等。[9 ]

在以上 3 本这方面的学术著作中 ,大多是突出实际应用部

分 ,理论探讨的内容相对较少。实际上 ,风险管理本身就是一

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就是要帮助人们解决在生产和生活等实

践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因此 ,关注与处理体育活动中的具

体问题是体育活动风险学科的重要任务 ,也是这一学科存在的

理由和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国情的不同使得在体育活动风险研究和应用上也会有很

多差异。风险 ,作为一个新概念 ,在我国需要有一个接纳、认同

的过程。体育风险也不例外。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 ,在 2002

年 12 月的博士论文开题以及 2004 年 5 月博士论文答辩期间 ,

经常遇到那种对待参赛风险“不屑一顾”的态度 ,然而值得欣慰

的是 ,在 2007 年 ,有关部门为此专门召开了奥运选手参赛风险

的研讨会。我也被邀请参加国家课题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实

际上 ,有关北京奥运会风险管理的论坛早在几年前就举行了。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我们面对的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 ,但

与以往不同的是 ,体育活动风险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 ,也可以

认为是新兴的学科 ,其研究的视角变化了 ,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先进了。

2005 年 11 月 14 日发生在山西沁源的学生在公路跑操出

现的特大交通事故震惊全国。我们在随后的实地走访中 ,更加

感到加强体育活动风险 (特别是学校体育活动风险) 研究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10 ]

长期以来 ,在体育活动的宣传上 ,一直突出“体育活动有益

无害论”,很少 ,甚至没有告诉参与者可能出现的风险。在出现

重大伤亡事件时 ,又归结为个别现象 ,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和采取有效对策 ,而这种个别现象对于出事的个体来讲就是百

分之百。这种不符合辩证法的说法与做法流行了很多年。体

育活动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体育锻炼不当 ,不仅会发生各种

伤害事故 ,而且还会导致死亡。近年来 ,这方面发生的伤亡事

件已经不少了。[11 ]

因此 ,作为学校和体育活动的组织者有告知的义务和责

任 ,应该把体育活动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提前告知参与者。告知

的方式有很多 ,国外常见的形式是书面协议。如果大家签了这

个协议 ,就说明组织者尽到了告知责任 ,而参与者也愿意接受

这种风险。当然 ,学校或体育活动组织者还要在场地设施和服

务方面给予参与体育活动者充足的安全保障 ,而参与者也应该

加强自我保护 ,避免和减少不利事件的发生。有人担心 ,如果

提前告知体育活动风险的话 ,就没有人敢来上体育课了 ,把大

家都吓跑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从国外的情况看 ,登山运动

是所有项目中死亡率最高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勇往直前”地

去选择登山运动。[12 ]

目前 ,需要加强体育活动风险的理论研究 ,开展体育活动

风险教育 ,体育行业要制订体育风险管理的行动计划 ,编制出

具体、可操作的工作手册 ,而不是上级发一个通知文件 ,然后下

面开会传达。从体育实践上讲 ,体育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在先 ,

然后才是如何防范体育活动风险等操作层面的问题。

展望今后我国体育活动风险研究 ,还有很多的理论问题亟

待解决 ,如运动项目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不同体育教学与健身

活动内容的风险分析、不同人群参与体育活动风险管理以及建

立体育活动风险管理的常效机制等。

虽然体育活动风险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 ,还不能很好地满

足体育实践的需要 ,但是发展前景看好。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

不仅要有自己的体育风险理论 ,出版体育活动风险方面的教材

和开设体育活动风险管理的课程 ,更希望看到的是 ,中国体育

活动风险研究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顶天立地”,更好地为中国的

体育和社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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