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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method, university students’ sports injury accident situation is 
analyzed. The accident occurs because: the students are lack of sports knowledge and conscious-
ness; sports facilities do not meet the standard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activities organ-
ization are poor; school sports safety awareness is weak, and school sports security monitoring is 
weak.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countermeasures are doing a good job of source,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cess monitoring and hand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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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等方法，对高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情况进行整理分析，认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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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体育知识、意识缺乏；体育设施器材不符合标准；体育教学、活动组织不善；学校体育安全宣传乏

力；学校体育安全监控不力。本文从做好源头工作、重视过程监控、依法以情处理三个方面提出相应解

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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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频发，对学生个人、家庭、学校都造成了较大影响。教育界科研工作者

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状况、体育事故发生的原因、体育事故的处理以及法律责

任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随着政府和社会对高校安全认知的不断深入，学校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高度

关注的问题。教育部 2015 年工作要点，第 17 条指出推动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其中包括《校园安全条

例》；第 22 条提出创新校园安全管理，深化平安校园建设，……加强学生安全法制教育，建立完善校园

综合防控体系；第 24 条提出研究制定学校体育风险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学校体育场地开放和社会场地、

设施共享机制和新型安全 保障制度[1]。可看出，教育部从依法治教的视角，首先提出了顶层设计的法律

修订，其次指出次层校园安全建设及防控，最后着重提出制定学校体育风险管理办法和新型安全保障制

度，说明了政府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重视程度。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2]-[5]，梳理研究思路，着眼

于高校学生群体体育伤害事故，从高校体育伤害事故典型事例，分析高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提

出相应的对策。 

2.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梳理 

余振东，简立强等(2009) [6]，选取江西省南昌市 6 所大学 505 名大学生作为样本进行调查，回收有

效问卷 472 份。结果发现，有 34.9%的学生发生过 1 次事故，有 25.6%的学生发生过 2 次，还有 4.5%学

生发生过 4 次以上伤害事故。王玲(2011) [7]，通过对 04 年 10 月至 07 年 5 月期间在校医院就医的有关体

育伤害事故的 1163 例病例调查后发现，伤害主要分为：皮肤擦伤或裂伤、肌肉拉伤、韧带损伤以及骨折

四大类。皮肤擦、裂伤为 481 例，拉伤为 180 例，韧带损伤为 470 例，骨折为 30 例，猝死仅为 2 例。杨

晓妮，赵明阳(2013) [8]，在对云南高校 1703 个学生进行调查，体育课教学中发生运动伤害事故人数经统

计得出，共有 296 名学生发生过 1 次轻微事故，如体表擦伤、软组织挫伤、肌肉拉伤等，占总人数的 17.4%；

有 54 名学生发生过 2 次及以上事故，占总人数的 3.17%；有 7 名学生发生过 1 次严重运动伤害事故，如

骨折等。2012 年某高校田径运动会 100 m 比赛中，由于学生横穿跑道，与运动员相撞摔倒，导致尾椎骨

裂；2013 某高校学生课外体育活动中因篮球架脱落，砸伤一名学生，导致伤残；另一高校也是相同原因

导致学生死亡；2014 年南昌某高校，在学生体质测试 1000 m 测试中一名学生猝死等等。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频发，小到表皮擦伤、机体组织损伤、肌肉拉伤，大到导致学生死亡，给学生身

心、家庭情感、学校管理都带来极大伤害，同时，也因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事故处理的责任争议

较大，引发了较大的社会舆论，给高校体育教育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高校体育教

育出现了“重安全防御，轻教学质量”的尴尬局面。 

当前，国家对高校学生群体的体质健康问题高度重视，推行学生体质监测计划，要求学校体育教育

要不断提高高校学生群体的身体素质，而频发的体育事故又给高校体育教育带来巨大的压力，高校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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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标与体育事故的矛盾制约了高校体育教育质量的提高。所以，缓解或解决这一矛盾成为了教育部

及各地普通高校共同重视，并致力于共同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解决高校体育事故的问题应该从三个方

面考虑：预防、控制、妥善处理。预防就要深挖体育事故发生的原因，做好源头工作；控制就要从高校

体育工作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措施控制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妥善处理就是在事故发生后，根据完善的

法律妥善处理，尽可能降低事故对学生个人、家庭的伤害以及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影响。 

3.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原因 

3.1. 学生体育知识、意识缺乏 

体育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是学生从事体育活动自我保护的第一道防线。目前，高校体育安全知识的

普及欠缺，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体育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从事体育运动对运动量、运动强度要有基本

的把控，要具备一定的体育运动技巧，从事不同的运动项目运动装备的配置要合适，而大多数学生都不

具备这样的体育知识；在体育运动中有的学生不客观考虑自身的体质或疾病情况，盲目进行体育运动造

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3.2. 体育设施器材不符合标准 

体育设施是学校开展体育教学和学生从事体育活动的基础，国家对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器材标准都有

明确的规定。很多高校因为经费问题或设施招器材招标过程操作问题，购买不符合标准或低质的设施为

体育活动埋了下了安全隐患。很多体育设施超期使用，使用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对设施器材进行定期检

查和维修，导致体育设施的安全性降低，最后引发惨剧。 

3.3. 体育教学、活动组织不善 

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对体育教学、活动进行周密的安排组织，制

定安全事故预案。很多体育教师或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在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组织中麻痹大意，安全意识

不高，教学或活动过程中导致学生受伤。比如，体育教师不重视准备活动导致学生在运动中拉伤、扭伤

等情况时常发生；运动会上学生横穿跑道无人问津，铅球投掷区两旁站满了围观的学生等都存在极大的

安全隐患。 

3.4. 学校体育安全宣传乏力 

校园的安全稳定是学校工作的第一要务，也是很多学校工作的底线。在进行校园安全宣传中我们常

见的就是关于防火、防盗、防诈骗等方面的宣传，而关于体育安全的内容很少进入校园安全宣传的资料

中。很多学校从未开展过体育安全知识讲座，也未曾印制和下发过《体育安全知识手册》或类似的宣传

资料。由于学校体育安全宣传的乏力，也导致了学生体育安全知识和体育安全意识缺乏。 

3.5. 学校体育安全监控不力 

在学生体育安全知识和意识缺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器材不符合标准、学校体育安全宣传乏力的情

况下，体育教学和活动过程的安全监控显得尤为重要。所有的体育安全事故都是在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

的过程中发生，体育教师或体育活动组织者是否对教学或活动中易出现的安全问题进行了预判，是否在

教学组织或活动组织维持教学秩序和活动秩序，是否针对预判的问题制定了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体育

教师或体育活动组织者是否在教学或活动过程中认真的观察和把控，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而从大

量的体育安全事故的发生，证明了学校在体育教学或体育活动过程中的监控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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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影响 

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对学生、家庭和学校都有较大的影响。首先，体育伤害事故会对学生的身

心健康和学业造成影响。不管上体育伤害事故的程度大小，都会对学生的身体造成直接的伤害，甚至危

及学生的生命安全，也会给学生带来比较沉重的心理压力。比较严重的体育伤害事故，学生会因此长时

间请假或休学进行治疗，甚至导致学生无法完成学业而退学。其次，如果伤害事故比较严重，不但会给

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会给家庭带来严重的情感伤害。再次，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体

育安全事故特别是重大体育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责任的归属问题就成为家长和学校争执的焦点，如果

处理不当会给学校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体育伤害事故已经给学校的体育业教学和正常的体育活动带来

了较深的影响，“安全第一”已经成为学校进行体育教学、体育竞赛及其他体育活动的第一目标，为了

追求安全，体育教学内容稍具危险性的动作技能被削减，学校组织的体育竞赛中具有危险性的项目被抛

弃，体育的精神内涵在学校体育教学与竞赛活动中被日渐弱化，体育在促进大学生身心全面发展过程中

的部分功能逐渐被抹除。 
体育伤害事故与学校体育教学竞赛活动目标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束缚了高校体育的发展。体育教

学竞赛活动中保障学生安全是目标之一，而不应该是体育教学竞赛活动的提升教学质量、增强学生体质、

磨练学生意志品质等本质目标发展的障碍。因此，做好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处理工作，是保证高校体

育发展的前提条件。 

5. 对策 

5.1. 做好源头工作 

做好源头工作就是做好“防”的工作，从思想上升提高防范意识，从基础条件上消除一切引发体育

伤害事故的隐患。 

5.2. 加大宣传，提高学生安全认知 

在校园安全宣传活动中，增加和强化体育伤害事故的预防内容，多宣传、常宣传，让体育安全意识

逐渐深入到每个高校学生的心里，提高学生的体育事故防范意识。加大体育安全知识的普及，有组织地

开展体育安全知识讲座，教授学生基本的体育安全知识技能，让学生了解进行体育活动的基本常识和基

本规律，使用正确的方法进行体育活动。将体育安全知识作为教学重要的教学内容纳入体育教学中来，

每个学期的第一节体育课作为体育安全知识技能的学习课。 

5.3. 加强体育场地器材的维修更新 

体育场地器材是开展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的基础物质条件，也是存在体育安全隐患的重要方面。首

先，体育场地器材的规划、安装必须符合安全标准，特别是大型的体育器材，例如篮球架、单杠、双杠、

肋木等，必须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质量达标的器材，确保体育器材的质量关。其次，加强对体育场地器

材的检查维修，体育场地器材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腐蚀破损较快，需要专门的人员进行定期的检查和

维修，达到使用年限的器材要及时更新。 

5.4. 重视过程监控 

体育伤害事故都是发生在体育教学、体育竞赛及其他体育活动过程之中，过程中的体育安全监控松

懈往往是导致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加强过程监控是防止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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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提高体育教师的体育安全意识和能力 
体育教师是高校体育教学和体育竞赛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也是体育伤害事故的直接责任主

体。因此，体育教师必须具备高度的体育安全意识和防止体育伤害事故的能力。提高体育教师的体育安

全意识和能力是防止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高校的体育院系在每学期开学初，应该开展体育教

师的体育安全知识技能学习，提高体育教师安全意识和对体育教学竞赛活动中体育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

形成体育教师工作中的安全事故防控习惯。 

5.4.2. 加强体育教学、活动的组织 
体育教学、竞赛及活动的组织过程必须要进行严密的组织，提前预判体育教学、竞赛活动过程中容

易出现体育伤害事故的环节及容易引发体育伤害事故的因素，制定体育教学、竞赛活动伤害事故预防方

案，组织专门的人员对此进行监控，对容易引发体育伤害事故的因素提前进行检查排除，过程中容易发

生体育伤害事故的环节指派专门人员进行提醒或进行有效组织。大型体育竞赛中，必须配置专门的医护

人员，在关键时刻进行紧急处理。 

5.5. 依法以情处理 

大学生应该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和呵护的群体，在体育伤害事故发生后，事故的处理应该

以法律为基础，以情感为纽带，把对学生产生的身心伤害、对家庭情感产生的伤害、家庭与学校的对立

矛盾、社会负面舆论影响降到最小。 

5.5.1. 完善相关法律，明确责任主体 
法律是事故处理的主要依据，加强校园体育伤害事故的立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不同情况

下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责任主体，厘清体育伤害事故发生后的各种复杂关系，用法律规范事故中不同情

况下不同角色人员的责任，避免因责任不明确，导致的家庭与学校的责任纠纷，以及引发的社会不切合

实际的舆论给各方带来的负面影响。 

5.5.2. 践行人道主义，合情处理问题 
学生是家长和学校共同培养的对象，也是社会情感联系的纽带，事故的处理，在法律明确责任的基

础上，本着人道主义情感，家庭应该对学校对学生付出的努力进行充分理解，学校应该在家庭遇到困难

的时刻给予相应的帮助，社会应该对事故给予正确客观的评价和理解，各方共同营造和谐温馨的情感环

境，让事故的受害者感受社会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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