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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本文作者系列选题

 1.常规：体育课堂基本要求“少不得”     2.音乐：体育课堂教学元素“多不得”

 3.口令：体育教师教学技能“错不得”     4.掌声：体育课堂教学效果“要不得”

 5.表情：体育教师课堂观察“粗不得”     6.提问：体育课堂师生回应“定不得”

 7.观察：体育课堂教学行为“弱不得”     8.学法：体育课堂教学方法“偏不得”

 9.创编：体育课堂教学诚信“低不得”    10.探究：体育课堂教学问题“假不得”

11.事件：体育课堂突发事件“造不得”    12.安全：体育课堂防范意识“松不得”

安全：体育课堂防范意识

                         “松不得”
文/于素梅  张媛媛

摘  要： 本文主要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等对体育课堂安全隐患的防范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体育课

堂防范意识不够强，防范措施有待进一步具体化和全面化，而且，在一些安全组织方式上也需要在教学设计

环节考虑周全。通过对体育课堂安全问题的分析研究，旨在为一线教师进一步确保课堂的安全性、科学性和

有效性等提供有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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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堂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广大

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在如何防范安

全隐患方面，也做出了诸多的努力。

但纵观体育课堂出现安全事故的危害

程度，以及安全隐患的危险性，强化

安全防范意识是减少或杜绝安全事故

发生的关键。然而，体育课堂安全隐

患存在何处？如何判断？在防范方面

存在哪些不良现象？如何有效防范等

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一、体育课堂安全隐患藏身

何处

体育课堂哪里存在安全隐患？哪

里出现的几率较高？当我们认真观察

体育课堂的时候，安全隐患的藏身之

处，或许就能一目了然。常言说，当

事者迷，旁观者清。意思是说，任课

教师有时候在课堂上不一定能够及时

发现各环节的安全隐患，但是，看课

者大都能观察的更加细致和全面。大

小安全隐患几乎都能被察觉。体育课

堂上的安全隐患，通过大量的观察，

总结如下。

1.准备活动中的安全隐患

每一节体育课都牵涉到准备活

动，而且，要求准备活动做得充分和

有效。但是，实际教学中并非完全如

此。就准备活动而言，慢跑中有无安

全隐患，要看跑道是否平整，有无小

石块，假如是雨天刚过，跑道是否湿

滑等；做徒手操的话，操的编排是否

科学合理，是否存在对某一个关节或

部位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专门性准备

活动有无针对性，是否达到了充分活

动的目的；准备活动时间有无过短或

过长现象，过长的准备活动势必会对

学生的机体施加更大的负荷，容易导

致因过早疲劳而在基本部分主教材学

练中出现伤害事故。因此，准备活动

不可忽视安全隐患的存在，课一开始

就要高度重视安全隐患的防范。

2.基本部分中的安全隐患

体育课基本部分因学习的内容

不同，安全隐患的大小、多少、时机

等也各有不同。但基本部分的安全隐

患多出现在学生练习或游戏竞赛活动

之中。然而，这些隐患具体藏身何处

呢？笔者经过长期的观察获悉，安全

隐患从引发者而言，有的源于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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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设计；有的源于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粗心大意、不认真对待；还有的

是源于场地器材本身的质量缘故。源

于任课教师的安全隐患，与教师在课

前设计过程中对安全事故发生可能性

的预判不足有关。如一节鱼跃前滚翻

课，任课教师设计了一项辅助性练

习，即四人两两面对面分别站在大体

操垫子的两侧，听到教师哨声后，四

人同时直体倒向垫子，做双手撑垫俯

卧姿势。这项练习，存在着较大的安

全隐患，相对站立的两个人同时做前

倒动作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头部相

撞，一旦发生，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源于学生的安全隐患，如学生在器械

课上，相互追逐打闹，很容易发生磕

碰在器械上而导致伤害事故。源于场

地器械本身的安全隐患，如羽毛球课

前未严格逐一检查羽毛球拍是否有松

动现象，结果在一次羽毛球课上，就

因拍头飞出扎伤了一位同学的眼睛。

还有在组织游戏或比赛的过程中，有

时也会因器械摆放距离不合适，导致

在比赛中出现伤害事故。

3.结束部分中的安全隐患

结束部分是一节课即将结束的

一段时间所安排的各项活动，从具体

活动内容来看，不应该有明显的安全

隐患在其中。假如有安全隐患，概括

起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已

经到了结束部分时间，但课的进程依

然在做基本部分的内容，如依然做体

能素质课课练内容，有的是各部分教

学时间安排不够合理，有的是安排合

理但时间控制不准确；二是在结束部

分安排放松活动不合理，或没有安排

放松活动就结束了该课。运动负荷安

排较大的课，如果没有放松活动，隐

含着紧张的肌肉得不到即刻的松弛。

容易产生即刻或延迟性肌肉酸痛，在

次参加运动的时候或上体育课的时

候，增加了运动损伤发生的几率。因

此，结束部分也依然有安全隐患存在

的可能性。

二、体育课堂安全隐患如何

判断

众所周知，安全事故事先大都

有安全隐患。就人类的疾病而言，防

重于治，因为，有的病能治，而有的

病是难以治愈的。同样，就安全事故

而言，防也同样重于处理。但是，如

何防？尤其是如何才能及时发现安全

隐患？是需要加强对这方面关注的。

1.从“主观感觉”判断体育课

堂安全隐患

体育课堂上某一个教学环节有

没有安全隐患，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

看课者，都可以从自我主观感觉中判

断。这种主观感觉最突出的特点就

是，会让你“揪心”。也就是说，当

某一环节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你会

开始“揪心”，如担心学生障碍跑中

摔倒、从器械上掉下来、两人跑动中

相撞等。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往往就

是伤害事故有可能发生的时候，而

且，主观感觉越明显，安全隐患危险

性越大，反之，较小。因此，教学中

及时把握主观感觉十分必要。

2.从“全面检查”判断体育课

堂安全隐患

体育课无论是课前还是课上都

需要重视对场地器材的检查，而且，

检查需要认真、仔细，且尽量能够做

到节节有检查，即刻做判断，及早做

处理。因为，场地器材几乎是堂堂需

要，而且，场地器材的情况有可能随

时发生变化，如就跳远沙坑而言，周

一使用注意了“松动”，周二下了一

场暴雨，沙坑被雨水砸实落，周三再

上跳远课时，依然需要再次对此“松

动”，否则，因一时疏忽很有可能酿

成大祸。某中学初二1班的体育课，

其内容是急行跳远，在练习过程中，

一位男生跳进沙坑的一刹那，突然出

现了腿部骨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学生落地姿势不正确，单脚落地的同

时，后落地的那只脚插在了先落地的

那只脚的后面；另一方面是沙坑在课

前和课中都未将其“松动”。关于器

材的检查一方面要看其稳固性，另一

方面要看其破损情况，是否达到了更

换的程度。假如不稳固的和该更换的

依然继续在课堂上使用，就很有可能

在课中发生意外。

除此之外，对场地器材的检

查，还应在课堂教学中落实，即练习

中通过认真观察了解器材的摆放位置

有没有偏转（如跳高垫子跳几次以后

“跑偏”了），器材在使用过程中有

没有即将断裂等。不但需要老师及时

观察发现器材的安全问题，有时候，

还需要老师走向器材，晃动或按压一

下，看一看器材的安全性能。总之，

课前、课中对场地器材的安全检查十

分必要，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是判断

安全隐患有无的重要措施。

3.从“学生反馈”判断体育课

堂安全隐患

安全事故多在学生身上发生，

尽管有的体育课上老师也出现过伤害

事故，如有的老师因未做充分的准备

活动，在做羽毛球示范时，跟腱断

裂，但教师身上发生的安全事故毕竟

是少数。因此，注意观察和聆听学生

在练习过程中的各种反馈，尤其重视

与安全有关的反馈十分必要。如有位

身材较矮的学生在练习跳箱技术中发

现踏板距离跳箱太远，就主动告诉老

师，能否将踏板向前移动一下？此

时，教师应马上做出反应，并调整练

习队形，将身高相当的同学站在一

起，避免来回拉动踏板调整远度浪费

练习时间。或者，练习之前先让每一

个学生试跳一次，感受一下踏板的远

近，然后，将需要远距离踏板的学生

分到一组，需要近距离踏板的学生分

成一组。这样的调整就源于学生对踏

板远度判断信息的反馈。对于体操器

械跳跃项目而言，踏板过远或过近不

但影响完成动作的质量，而且，还容

易出现踩空而扭伤踝关节，严重的可

能会导致踝关节骨折。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耐

久跑课的时候，一旦观察到某学生面

色苍白，表情痛苦，就要马上采取措

施，如由快跑变慢跑，由慢跑变走

步，由走步变停下等。学生的面色与

表情已经向教师反馈了非常重要的信

号，假如，对该反馈信息未能及时观

察到或观察到了未能及时作出应对，

很容易出现较为严重的后果。除了教

师通过观察及时捕捉信息，还要能够

认真听取学生的反应，如有的学生在

跑步过程中出现心律失常，身体不

适，而非极点现象，且报告给老师以

后，教师也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

伤害事故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可以

控制在零危害。因此，体育课堂上及

时观察学生练习中的各种行为表现，

尤其是异常表现，并听取学生的语言

反馈信息有助于及时防范隐患，以减

少伤害事故的发生。

三、体育课堂安全隐患防范

现象

任课教师是如何在体育课堂防

范安全隐患的？有哪些不利于有效防

范的现象？这既是一线教师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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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防范效果需要进一步明确的，也

是减少安全事故需要规避的。

1.安全防范意识过强现象

假如我们说一线教师的安全防

范意识不强，或许不是事实，因为，

大多数一线老师为了避免发生安全事

故，有些内容如体操器械很少、甚至

不再上了；为了减少学生在耐久跑中

出现安全事故，运动量不安排那么

大了；为了避免学生在比赛中出现

伤害，激烈对抗性的比赛不敢安排了

等等。这些做法不是安全意识不强，

而是过强的表现，这样的做法有可能

导致因噎废食。归纳起来，是因为

“怕”字在作怪，越是怕出现安全事

故，有可能就越出现。问题的关键是

要合理的预防，而不是过分的躲避。

2.安全防范要求不明现象

体育课堂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

的任课教师在学生开始做动作之前，

发出“注意安全”或“一定要注意安

全”的提示语。看似向学生强化了安

全防范，实际上，学生听到这样的提

示语后依然不知道该如何防范。因

为，就“注意安全”而言，注意哪里

的安全？如何注意安全？从提示语中

并不能得到这些信息。结果，有安全

隐患的地方很有可能难以规避事故发

生。既便是加上了“一定要”三个字

来强化，学生听到后的结果与不强调

依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因此，不明

确的安全防范提示语应尽量不用。一

旦在练习中要求注意安全，就要在语

言表述上再具体些，指明学生应如何

做，规避什么样的安全事故都应该向

学生讲明。

3.安全隐患危害低估现象

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有的安全

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教师对安全隐患的

危害性估计过低而导致的。如小学生

练习跳箱前，由于教师对学生踏不准

踏板造成的危害估计过低，一方面未

能严格按照身高分组，或未能按照学

生对踏板远近度适应性正确评估；另

一方面未能向学生讲明踏空的危害性

等，很容易出现可以预防但未能有

效预防的踝关节扭伤或骨折现象。

又如，前文中提到的四人两两在垫子

两侧直体倒地成俯卧撑姿势，教师一

方面未能预见到有可能会出现头部相

撞，或有预见性，但未能及时调整练

习方法，假如将该练习方式调整为一

边先倒，可以大大降低伤害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

4.安全防范行动不力现象

关于安全隐患的防范，只是知

道哪里有安全隐患，以及了解到安全

隐患危害性大小，也难以完全避免事

故的发生，还需要付出防范行动。假

如不付诸行动的话，只有防范意识和

对防范方法的理解等都无济于事。实

际教学中，有的老师的安全防范行动

比较及时到位，如体操技巧课前收放

学生随身带的小刀、钥匙、手机，眼

镜，女生头上戴的发卡等。这种收放

行动能减少因这些坚硬物品造成的伤

害。又如，课前需要对场地器材进行

检查，有的老师明明知道要做这些，

但依然不愿意节节课付出行动。还有

的是，已经从主观上有“揪心”的感

觉，依然无动于衷，长期这样的话，

有朝一日就很有可能因防范行动不力

而发生较为严重的伤害事故。

5.安全事故处理不当现象

体育课堂一旦出现安全事故，

很多情况需要老师现场处理。如踝关

节突然扭伤了，而且，迅速发生了淤

血肿胀，如果处理不当，会加重伤害

程度。如何处理最有效？需要即刻冷

敷。假如，有老师缺乏这方面的常

识，很有可能会让学生搀扶着受伤的

学生到教室休息，或扶到医务室做诊

断治疗，甚至还有可能给受伤的学生

端一盆温水热敷。这样的做法其结果

与即刻冷敷完全相反。

另外，对于骨折学生的搬运方法

也需要准确把握，搬运不当会造成二

次伤害，对运动损伤有出血现象的学

生，止血是首选。但该如何止血？选

择哪里的动脉压迫止血，是能否达到

止血目的关键。由此看来，为了达到

有效的处理，体育教师需要掌握有效

的方法，如同常言说的那样“体育教

师是半个外科医生”。

四、体育课堂安全隐患有效

防范

有效防范安全事故，是师生共同

努力的结果，任何一方忽视或措施不

力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1.教师对体育课堂安全隐患的有

效防范

一旦在体育课堂上发生安全事

故，一般情况下，任课教师都难以完

全逃脱对事故的责任，甚至有的责任

并不在老师而在学生自己，也往往会

让教师承担一部分责任。基于此，

体育教师在体育课上的安全防范一

定要“想得到”“看得见”“摸得

着”“行得通”“做得快”。“想得

到”是指在课前对安全隐患及其危害

程度有一个充分的预估；“看得见”

是指所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要能够比

较直观；“摸得着”是指所采取的防

范措施能够触及得到，而不仅仅是语

言上的强调；“行得通”是指措施能

够具体落实，且方法有效；“做得

快”指安全防范行动要迅速快捷，及

早将安全隐患消除至萌芽状态。

2.学生对体育课堂安全隐患的有

效防范

体育教学由于是以师生共同活

动的形式展开的，因此，安全事故的

发生师生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

然，在安全隐患的防范上也需要师生

共同努力。就学生而言，需要“听

得进”“做得出”“办得到”。其

中，“听得进”是指学生要能够听从

教师对安全防范的具体要求；“做得

出”是指除了听到该怎么做，还要付

出行动，不偷懒，尤其不做危险的动

作；“办得到”是指尽力把需要防范

的工作做好，最终达到老师要求的标

准，力求达到不出现或少出现伤害事

故。学生在体育课堂上的安全防范意

识与老师相比远远不够，提高学生的

安全防范意识，一方面要向学生阐明

不同的安全事故对身心健康带来的影

响性；另一方面还要能够通过一些特

殊的手段，培养对安全隐患的防范能

力，如可以在体育教学中设定一个环

节——搬运伤员等，一定程度可以提

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五、结束语 

体育课堂上的安全事故一旦发

生，无论给学校、教师，还是学生本

人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加强安

全隐患的防范，不但能够大大降低安

全事故的发生率，而且，还能够提高

教学的有效性，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健

康发展。随着人们对安全事故认识的

加深和防范措施的提升，安全事故的

发生率将能够被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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