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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事故中反映了几类基本的矛盾：第一类矛盾是学校体育教育宗旨与体育运动自
身风险之间的矛盾；第二类是学校法律地位与传统民众心理感情认知方面的矛盾；第三类是当前学校
体育伤害事故赔偿机制的单一性与现实解决纠纷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都清晰地反映在当前的学校体育伤害实践之中。
北京市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当然也反映了这些基本矛盾。
那么问题十分清楚：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克服这些基本矛盾，因而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进行全面而又系
统的研究是解决这几类矛盾的一个方法。
第一类矛盾其实可以通过合理的安全机制，如预防机制、安全教育机制、体育活动前的警示、通知、
保护机制来解决，这些涉及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进问题；第二类矛盾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实践来促使
民众认同与接受学校法律地位的性质，同时应当看到学校也不能完全以这个法律根据作为它推脱自己
教育管理职能的理由；第三类矛盾必须大量发展体育伤害的风险分散机制与多元化的赔偿解决机制，
通过这些努力或许能够对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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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接受访谈的北京市小学校中，很少发生大型体育伤害事故。
不少体育教师表示，近几年发生较大体育伤害事故的情况较少。
偶尔有各种因素导致的小型体育伤害发生，如因学生活泼好动、学生自身身体素质差等非因体育教师
责任造成的擦伤、扭伤、挫伤等等，个别学校发生了学生骨折、软组织损伤等情况。
此外，由于各个小学都对学生安全比较重视，因而在课程的设置上尽量避免了那些容易导致学生伤害
的体育运动项目，如跳箱、体操等；体育教师也十分重视课程备课情况，以及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活动，避免事故发生。
 3.受访谈的北京市小学中，体育伤害常发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进行体育活动的操场上；发生伤害事故的
项目主要集中在田径项目中的奔跑运动、对抗性练习、球类运动、器械体育运动上。
在对抗性的竞技体育运动等常发体育伤害的领域内，如快速奔跑、接力比赛这类竞技性的运动时，发
生骨折、摔伤、挫伤的情况较多。
 4.受访谈的北京市小学中，发生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学校管理方面的因素，
主要是学校对学生安全工作的理念与制度落实出现了漏洞或者瑕疵，如体育课教学内容违反大纲，训
练方法不科学，活动的强度和难度超过了学生的承受能力，课余体育训练负荷安排不合理，课业体育
竞赛的项目设置不合理；②体育教师安全教育工作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因为体育教师疏于职守，只要
体育教师将安全知识以及安全教育工作贯彻执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事故发生；③学生自身因素
，主要是学生自身的身体素质水平较低，自身存在疾病隐患而未积极告知学校，加之小学生天性活泼
好动，积极性高时忘记安全隐患，容易造成伤害事故；④意外因素，体育活动自身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而很难完全规避这些风险。
 5.受访谈的北京市小学中，为预防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①建立学生安全长效
机制，如学校都会加强教师、学生的安全教育，教授学生自我保护的方法，在上课前讲授安全知识，
做好准备活动；另外，定期对体育场所与体育器械进行检查，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针对学生年龄、认
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
隐患。
②宣传健康的教学理念，如中关村四小就以“安全、有趣、出汗”作为该项体育教学的基本理念，同
时在备课上注意做到“备天气、备教材、备学生”，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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