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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致因来源与防范策略

摘 要：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致因来源由学校管理、体育教师、学生自身和其他方面四部分组成。在学校

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防范工作中，应该引入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风险教育，对学生和体育教师及相关人员进

行风险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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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体育活动伤害事故引起的法律纠纷已经成为各级各类学

校一个不可回避的实际问题，同时，由此产生的经济、法律纠纷

给学校、家庭、体育教师和学生本人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和不可弥

补的生理和精神伤害，本文是在查阅和总结近几年关于学校体

育活动伤害事故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结论

进行专题分析，以期寻找伤害事故的致因来源，最终提出学校体

育活动中伤害事故的防范策略。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以“伤害事故”、“学校体育”、“预防”为检

索关键词，查到近几年的有关教育学、管理学、学校体育学、教育

法学、体育社会学等几方面的相关文献 100 余篇，以此作为本研

究的参考文献，并查阅了与以上几门学科相关的专著，然后对这

些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

一、关于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界定
事故是指意外的损失或灾祸，意外是指意料之外，非主观和

故意，也就是说由于人为的故意而发生的事故不在研究之列。蒋

军成在《事故调查与分析技术》一书中提出〔1〕：事故是指人们在

进行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中，突然发生的违反人们意愿并可能使

有目的的活动发生暂时或永久性中止，造成人员伤亡或（和）财

产损失的意外事件。简言之，凡是引起人身伤害、导致生产中断

或国家财产损失的所有事件统称为事故。根据该定义，事故有以

下三个特征：一是事故来源于目标的行动过程；二是事故表现为

与人的意志相反的意外事件；三是事故的结果为目标行动停止。
关于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目前尚没有看到准确的界定。张厚

福等认为〔2〕，学校体育伤害是指在体育教学或课外活动、运动训

练、学校体育竞赛中发生意外伤害，造成重伤、残疾、死亡等重大

事故。教育部 2002 年 8 月 21 日颁布、9 月实施的《学生伤害事

故处理办法》第二条中对学生伤害事故的界定为：学生伤害事故

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

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
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体育

活动伤害事故当然属于学生伤害事故的一种，所以可以从学生

伤害事故的界定中推论得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是指在由学校

组织实施的各种校内外体育活动（包括体育课堂教学、学校各类

体育竞赛、课余体育训练和学校组织的校外体育活动）和学生社

团或俱乐部自发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或锻炼（在校期间）中以及

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运动场馆和其他体育教育教学设施内发

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

二、学校体育活动中伤害事故的致因来源
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致因来源由学校管理方面、体育

教师方面、学生自身方面和其他方面四部分组成。
（一）学校管理方面

此类风险的发生是指由于学校的原因造成的伤害事故，主

要有以下两方面：

（1）学校和教师在日常工作中对体育工作的安检和教育工

作力度不够，对个别体质差的学生的疾病状况不了解，在体育课

或运动会上，让没有体检或身体有病的学生参与锻炼和比赛，从

而导致伤害事故的发生[2- 9]。
（2）体育场地设施不符合规范要求，设备陈旧造成的伤害事

故[2- 9]。一些体育器材长期置于室外而自然磨损，学校没有及时保

养、修理、更换，学生在活动时器材发生断裂，导致伤害事故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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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育教师方面

此类风险的发生是指由于体育教师的原因造成的，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

（1）课堂上没有明确的教学任务，让学生自由活动，教师又

没有严加管理或教师对某些情况没有及时制止，导致伤害事故

的发生[3，4，5，8]。
（2）体育教师在体育课上体罚学生导致伤害的发生[2，4，5，6，8]。
（3）体育课上的安全保护措施不够致使学生受到伤害〔8〕。
（4）体育教师的教学手段不科学、组织不严密而造成的伤

害[4，5，8]。
（5）教师超出教学大纲，对学生提出过高的要求。
（6）体育教师对技术动作讲解示范不够。
（三）学生自身方面

此类风险的发生是指由于学生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

（1）学生没有掌握正确的锻炼方法和动作要领，对自己的体

能不能正确地估计，在没有保护帮助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力所不

能及的高难危险动作，导致伤害的发生[2，3，4，5，7，9]。
（2）学生的纪律松散，擅自进行与课程无关的活动而导致伤

害[4，5，9]。
（3）学生自身有特异体质或特定疾病而不告知，结果在体育

活动中发生事故[4，6，9]。
（4）第三者同学的过错或过失而引发的伤害事故[2，5]。
（5）部分学生对体育保健知识了解很少，缺乏自我保护和调

节的能力，缺乏预防运动损伤方面的常识。
（6）学生主观上不遵守纪律，不按规范动作要求学练〔5〕。
（7）学生因睡眠和饮食的质量欠佳而引起的精神状态不好

间接导致伤害的发生。
（四）其他方面

此类风险的发生是指由于学校管理者、体育教师、学生自身

以外的原因造成的伤害事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其他单位或个人有重大过错或过失对体育活动中的学

生造成伤害[2，4，6]。
（2）体育活动本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发

生的纯粹的意外事故[2，3]。
（3）我国目前所存在的竞技化的教材体系。
（4）来自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因素。

三、学校体育活动中伤害事故的防范措施
1.学校管理者方面的风险防范策略

很多策略和措施的实施都是由学校管理者的意志决定的，

所以本研究对学校管理者提出以下防范策略和措施：

（1）学校应定期进行安全教育，每学期至少两次，在学期开

始和结束各进行一次，并在学校进行大型活动时再进行单独教

育。这项规定应在学校每年的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中体现，并切

实执行；并以此为契机引起校方主管领导对伤害风险的重视，这

是最重要的一点。
（2）学校在使用办学经费时，应适当考虑本校的体育活动设

施，体育硬件设施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是减少体育活动伤害风险

的重要措施；建议学校管理部门或体育教研室派专人定期检查

和维护体育场地器材等设施，每学期至少一次，最好是每月一

次。
（3）学校应划拨专项资金为学生购买“学校责任保险”，并鼓

励学生通过各种资金供给方式购买“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让保险公司介入伤害发生后的理赔，来弥补和承担伤害发生后

的部分经济损失，也可让学校合理规避伤害所带来的职业责任

风险。
（4）学校应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资金，设立伤害事故专项基

金，以应对突发伤害事故后对学生的紧急救助。
（5）学校在师资力量允许的条件下，每个教学班的人数应控

制在 45 人之内，学生人数过多是造成伤害风险多发的客观原因

之一。
（6）学校在每次伤害事故发生和处理之后，一定要进行分析

总结，并整理归档，以增长经验和吸取教训，防止同类伤害事故

的再次发生。
（7）实现学生家长和学校的双向沟通，让家长知道自己的子

女在学校将参加哪些重大体育活动，获取家长的“学生参加重大

体育活动签名认可”，并收集家长对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意见和

要求。
（8）学校在举行校运会等重大体育活动时，必须让学校医务

室配备合格医护人员值勤，保障在伤害事故发生时可以进行立

即的医疗急救和运送，并在闲时建立伤害事故快速应对机制和

抢救绿色通道（模仿医院救助急诊患者）。
（9）学校应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对每年进行的体检工作的质

量，不要使学生有“走过场，应付差事”的感觉；建议每次体检后，

医务室给体育教研室送一份体检结果，并建立学生医疗档案，让

体育教师对学生的身体状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10）学校应规定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或俱乐部必须在体育

教研室或校团委备案，这样，对于一些容易发生伤害的社团或俱

乐部，体育教师和学校就可以多一份关注。
2.体育教师方面的风险防范策略

在伤害风险的防范和应对方面，在第一现场的往往是体育

教师，本研究对体育教师提出以下防范策略和措施：

（1）体育教师应养成在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前检查场地

器材和进行准备活动的习惯，并且争取利用每次可以向学生讲

解自我保护方法的机会向学生讲授安全保护的方法。体育教研

室应在每次开例会时向体育教师强调此点。
（2）体育教师都应在组织学生参加对抗性强的体育比赛前

向学生“认真讲解”关于遵守比赛规则和文明参加比赛的注意事

项；建议所有的体育教师对体育活动参加者的状况至少要达到

“比较了解”的程度。
（3）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应严格按照大纲及教学规范

的要求实施教学，不超出大纲规定的难度和范围，不提过高的要

求。
（4）体育教师一定要在学生运动之前进行示范，示范要标



58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２００8 年

准，并且要详细讲解动作要领，逐步消除学生的胆怯心理；提示

学生某一技术动作的难点和重点，对于难度有高低区分的动作，

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体质等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5）加强体育教师充当“体育安全教育知识”宣传员的作用，

争取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体育教师处获得体育安全教育方面的知

识，重点讲解常见运动损伤防护和体育保健的常识，并让学生知

道，身体素质条件、饮食状况、睡眠质量与体育活动的关系极为

密切，从而使学生建立和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和运动的习惯。
（6）体育教师在体育课上完成动作时，应重点注意平时的

“自由分子”（哪些同学是自由分子，体育教师应在每学期的前几

次课经过观察得知）；在学生进行练习时，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

警惕性，并需具备预知潜在危险的能力。
（7）体育教师在课堂上必须规定明确的教学任务；让学生自

由活动必须在体育教师的视线之内；如果预料学生的动作可能

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必须及时制止。
3.学生自身方面的风险防范策略

在防范伤害风险的过程中，学生自身的作用不可忽视，本研

究对学生提出以下防范策略和措施：

（1）一定要让所有的学生都认识到，在大部分体育活动中，

都有伤害风险的存在。
（2）在参加足球、体操、篮球等风险较大的体育活动中，穿戴

护具以避免和降低风险。
（3）体育教师每次课上讲解的安全注意事项要认真对待，检

查特别是在上体育课或体育活动时最好不要佩带手表、项链、大
把的钥匙串等物品。

（4）有疾病的学生在开学之初要进行登记，对这部分学生进

行医疗体育的锻炼或遵医嘱，轻微锻炼或不锻炼。
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是指在由学校组织实施的各种校内

外体育活动（包括体育课堂教学、学校各类体育竞赛、课余体育

训练和学校组织的校外体育活动） 和学生社团或俱乐部自发组

织的课外体育活动或锻炼（在校期间）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

任的运动场馆和其他体育教育教学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

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
从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的来源出发，将学校体育活动伤

害事故的风险由粗到细、由大到小分层排列，得到了“学校体育

活动伤害事故的致因来源”。针对学校体育活动中伤害事故的致

因来源，逐项提出防范策略与建议。需要指出的是，每项防范策

略不是毫无牵连和相互独立的，在进行防范策略选择时可以交

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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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 Source & Preventive Strategy of Injury Accidents
in Sports Activities of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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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ause sources of injury accident of school sports consist of four aspects of school management, sports
teacher, student and others. In the preventive effort on the accidents, we should introduce the risk education on them for
the students, teachers and related persons to improve their risk- preventing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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