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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安全教育丛书:校园体育活动安全手册》主要内容包括：体育运动中的安全防护知识、劳动实践
活动中的安全防护知识、体育活动安全教育的措施、体育教学中的安全防护知识、体育活动项目中的
安全防护知识、四季体育锻炼中的安全防护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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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体育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内容。
在教学中，应该选择安全性较高的器材，另外，体育教师的安全事故的预见能力必须加强。
 像上述例子中描述的情况，有经验的教师肯定能够预见到其中的安全隐患。
 体育课教学区严禁动物入内 体育课教学内容安排必须考虑其强度和难度，不可以仅凭教师想当然随
意安排。
 天津市某农村中学初一学生正上体育课，一只狗突然闯进人群，将12岁的吴同学咬伤。
因当地医疗条件差，狂犬疫苗三天后才买到，吴同学不幸于一周后因狂犬病发作而死亡。
 该学校虽然有规章制度规定教学区严禁动物人内，但疯狗闯进比较突然，并非人力所能控制。
疯狗将12岁的学生吴同学咬伤应该属于第三者过错事件，同时又因当地医疗条件差，耽误了治疗的最
佳时期，最终导致吴同学的死亡。
 校领导应健全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并能将有关规定切实地落到实处，维持正常、有序的校园环境和
教学环境，为学生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证。
疯狗咬伤学生的伤害事故在农村或小城镇的学校中有可能发生，体育教师如果遇到上述例子中的类似
情况，应该果断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学生的安全。
 伤害事故的安全防护措施要尽可能详尽周密，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体育安全工作更应该细致。
 提高运动能力，减少受伤概率 1990年10月27日天津市某中学高二学生上体育课时，张老师带领学生做
完准备活动之后，组织学生练习跳绳，张老师在一旁看护。
两名学生各执长绳的一端，其余人依次跳过，徐同学在跳绳时不慎被绳绊倒，腹部着地，造成脾脏外
伤性破裂。
 张老师教学组织合理，在运动前安排了适当的准备活动，并在旁边看护，教学内容也没有超过学生的
承受能力，据查学校的运动场地是草皮操场，也是标准规格的。
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可以断定，造成这起受伤事件的最主要原因是意外事故，这是体育教师和学生不能
预见、不能抗拒的原因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
体育运动的价值就在于其固有的冲突、技巧运用、身体接触以及运动本身的不可预见性，偶然的意外
事故是不可避免的。
 像上述实例中教师教学组织，教学内容等都没有过错。
学生受伤属于意外事故，是体育教师和学生不能预见、不能抗拒的原因发生的伤害事故。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应该加强对学生的身体素质的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越好，这种意外
的伤害事故的发生也就会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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