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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1    

近年来，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参加体育

课内外活动和锻炼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同时，社会的

飞速发展和学校体育改革的不断完善使体育选项课日渐

增多，学校体育教学活动日趋丰富，而体育教学经费投

入却相对不足，导致了学校体育场地不够、设施缺乏、

器械陈旧，难以满足教学的需求．加之教师责任心不

强，或者专业水平偏低、教法不得当，或是课堂组织纪

律松散，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事故时有发生．

围绕事故的赔偿与处理，也时常发生一些法律纠纷，学

生在体育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不仅对学生自身的

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也为学校和社会带来不同程

度的损失．如何处理和防范这类事故，已经成为学校、

家庭和社会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类型及成因2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类型2.1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在学校1

正常的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伤害事故； ）非授2

课时间（即课间体育或课外活动时），学生在校园内进

行活动时身体伤害事故； ）由于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3

学生身体伤害事故； ）由于教师的不当教育行为学生4

造成的学生身体伤害事故．在这几类事故中，责任追究

处理起争议较多的是第二类和第三类．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2.2  

对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专家学者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首先，从观念层面来看，体育教育事故的发生，往

往是由于学校体育管理人员、有关的教学人员，以及学

生自身对这类问题的重视不够而出现思想上的麻痹和疏

忽，造成对教学中的一些关键环节的忽视，诱发事故发

生．从大量的实例来看，很多体育教学伤害事故都与思

想观念上的麻痹松驰有关．

其次，从制度层面看，目前我国针对学校体育伤害

事故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尚不够完善，针对性还不够强．

从目前体育教学中可以作为规范的法律法规来看，可引

以为据的仅有《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办法》．其他

相关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体育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宪法》等，虽然有

部分条款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有关，但毕竟缺乏现实针

对性．这就造成了一旦发生体育教学伤害事故，很难找

到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的依据．这种状况，不仅对学校体

育教学不利，而且也对事故中受伤害者不利．此外，在

学校体育事故的管理体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之

处，还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这在客观上为防范和处理伤

害事故造成了障碍．

再次，从器物层面看，我国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改革

开放，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国家对教育投入不断增

加，教学的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随着各大

专院校不断扩招，有关方面对学校体育教学方面的投入

就显得相对滞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体育教学经

费投入的不足，导致了学校体育场地、体育设施缺乏，

器械陈旧，难以满足教学的需求．在客观上，这形成了

诱发体育伤害事故的潜在因素．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3    

通过上述我们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原因所作的

分析，提出以下三点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浅析体育伤害事故的成因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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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教学中的伤害事故已成为学校、家庭、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从理论上探索体育伤害

事故发生的原因，并对这一问题的防范提出建议与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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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意识3.1  

要加大对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防范的教育力度，学

校可以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专题讲座，加大体育运

动损伤宣传力度，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将体育伤害

事故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也要提高全体师生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大量事实表明，教育行政机关、学

校教育管理人员甚至家长对在学校生人身安全问题的关

注是不够的，对学生伤害事故的安全防范教育基本上处

于空白状态，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较弱，安

全知识匮乏．这是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不断发生的一个重

要因素．因此，应完善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将伤害事

故防范教育列入正常的教育计划．国家将每年三月份最

后一周的星期一定为“中学生安全日”，高校也值得借

鉴．处于教学第一线的体育教师，更应当加大安全教育

的力度，将体育安全防范教育列入体育教学计划，使学

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应通过

对学生家长进行宣传和通报，加强对伤害事故防范教

育，使学生家长能够与校方共同承担起对学生进行防范

伤害事故的教育责任．应加强对其他社会公众的伤害事

故防范教育，努力提高全体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形成

对学生伤害事故防范工作齐抓共管的局面．

要在教师和学生中加强普法工作，提高大家的法律

意识．从现状来看，由于我们对学校教学中的体育伤害

事故的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大，范围不够广，

以至于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学校管理部门、

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对与伤害事故的有关法律法

规知之甚少，因而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对

事故防范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感．

加强法制管理制度的建设3.2  

完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防范与处理的法规和管理制

度体系．目前，这方面的工作重点，首先，应当放在对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防范与处理办法的研究和探讨上，在

现有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对学校和体育教师的权

利及义务的范围，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和责

任追究、伤害事故法律救济等做出明确的、具体的规

定，确保学校体育伤害故事能够得到有效的防范，以及

在出现事故之后的处理程序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明确

伤害事故中哪些责任在学校、教师和学生 哪些责任又?

不在学校和教师．这样既可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又有

利于维护学校、教师的正当合法权益．其次，严格界限

补偿与赔偿．因为伤害事故一旦发生，伤害者的治疗都

要花去一定的费用．费用由谁承担以及承担多少数额?

什么情况下学校、教师为受害者补偿 什么情况下要赔?

偿？补偿和赔偿的比例以及数额如何界定 因为补偿是?

一种人道主义，而赔偿则属于法律的范畴．再者，在学

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预防与管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应当着

力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构建高效实用的管理运行机

制．例如，当前已被国外普遍采用的风险管理体制，就

是一种可行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管理模式．

建立学生健康档案，掌握学生是否有某些不适宜剧

烈运动的疾病，以便在安排体育活动时加以控制，并要

求家长定期为学生做检查，以保证学生在校其间的安

全．加强学生户外锻炼，增强学生体质．为了避免事故

的发生，应经常让学生到户外活动，使学生身体发育健

康，有利于减少事故的发生．学校和教师要与家长进行

沟通，共同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改善教学训练设施条件3.3  

要力争有关方面加大对学校体育教学的资金投入，

不断完善学校体育教学的场馆改造与扩建，更新体育器

材和设施，确保提高器材使用的安全系数，为体育教学

和学生课余体育活动营造一个安全舒造的环境，从而最

大限度地减少和预防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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