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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体艺发〔2024〕6号

（2024 年 9 月修订）

为切实提升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确保公共体育教学秩序，

提升教学实效，全面加强学校运动安全教育与学生自我监督能

力、应急急救技能的培养，以预防和减少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提高教师和学生运动安全意识

学校体育教育包括体育教学、运动训练、校内体育竞赛、体

质健康测试、课外体育活动等方面，各相关职能部门和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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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高学生运动安全意识，加强运动安全教育，应始终将安全放

在第一位。

二、建立伤害事故应急体系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成立公共体育与艺术部伤害事故应急领

导小组（以下简称“应急领导小组”）。应急领导小组必须在第

一时间作出反应，组织、协调和处理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应急处置。

（一）伤害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组成

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党委书记、主任担任组长，分管体育教学、

体测、训练、群体工作的部门副主任担任副组长。

小组成员由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公共体育教育中心正副主任、

竞赛与训练中心正副主任、体艺文化建设中心正副主任、场馆与

信息服务中心正副主任、教学科、办公室、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

组成。

（二）加强运动安全与健康教育宣传

通过多渠道和创新手段，全面强化运动安全与健康教育的普

及工作。具体措施包括：课程融入——教师在体育教学中自然而

然地融入运动安全教育，向学生传授预防运动伤害的基础知识和

实用技能；环境提示——在体育场馆和教室的显著位置设置安全

警示标识，提醒学生时刻注意运动安全；网络利用——充分利用

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社交媒体平台和电子显示屏等数字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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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发布运动安全与健康教育信息，扩大宣传影响范围；专家讲

座——定期举办讲座和工作坊，邀请医学专家、体育学者及专业

教练深入讲解运动损伤预防和急救技能。

（三）充实运动安全教育内容

将运动安全、自我防护和运动应急救援知识体系，拍摄成《运

动安全与健康》慕课，供每位新生学习，确保学生能够掌握必要

的运动安全技能；在教学理论课程学习中，教师应结合理论讲授

与实践操作，强化学生的运动急救实践应用能力；通过模拟演练，

组织心肺复苏（CPR）、止血包扎等应急处置技能的模拟演练和

实际操作练习，提升学生的应急反应和应对运动意外伤害事故的

应急处理能力。

（四）强化运动安全管理与监督

为确保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安全，采取以下措施加强运动安

全管理与监督：安全巡视，在每学年安排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育

课身体素质考核期间，如 1000米（男）/800米（女）测试和 12

分钟身体素质考核期间，安排至少 2名安全巡视员现场监督，确

保快速响应任何紧急情况。赛事指导，在举办重要体育赛事，包

括中长跑、马拉松、越野赛、游泳、足球、篮球、橄榄球、跆拳

道等赛事时，确保至少有一名资深教师或专业人员在场指导，预

防运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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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场地器材排查制度

建立场馆器材、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制度，至少每月检查一次。

（六）设置应急急救设备

在紫金港及其他校区田径场、风雨操场、体育馆、游泳馆、

游泳池配备 AED和应急急救用品。

三、实施体育课堂教学规范

1. 课前准备：教师必须至少提前十五分钟到达授课现场，

对场地、器材、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器材设备处于完好状态，

无安全隐患，适宜进行体育教学活动。

2. 教案规范：教师随身携带上课教案，教案必须规范，内

容包括：教学目标与任务，课堂常规，开始部分、准备部分、基

本部分和结束部分的内容安排、组织教法，运动负荷和运动时间

等，确保教学活动有序进行。

3. 着装要求：教师在授课时应穿着适宜的运动服装和运动

鞋，展现专业形象，并根据专项特点进行适当调整。

4. 健康询问与运动负荷安排：教师上课前，应询问学生的

体质健康状况（心脏病、气胸、低血糖等），并根据学生个体差

异合理安排运动负荷，确保运动安全；上课中，应关注学生的运

动安全，尤其是注意运动器械使用安全；下课后，应注意学生的

身体反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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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适应性训练与恢复指导：教师在进行 12分钟身体素质考

核或 1000米（男）/800米（女）考核前，必须确保每位学生至

少有二次及以上适应性较大强度练习，考核结束后教师必须确认

每位学生身体机能基本恢复后方可离开教学现场（十五分钟以

上）。在进行体质健康测试或高强度运动前，教师必须确保学生

有充分的适应性训练，并在运动后进行适当的恢复指导，以防止

运动损伤。

6. 不良天气应对：上课遇雨天等不良天气，教师应及时调

整教学计划和场地，确保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学习。雾霾天

按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的《浙江省重污染天气学校学生预防

专项应急行动方案》（浙教办体﹝2024﹞15号）文件规定执行。

7. 安全教育与应急处置：教师应加强体育运动安全教育，

让学生学会自我保护和应急处置技能。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密

切关注学生的身体反应和运动表现，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

安全问题。

8.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教师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

体艺部 APP、微信公众号、班级群等，发布教学信息，加强与学

生的沟通与交流，提升教学效果。

9. 课堂纪律与秩序维护：教师应维护课堂纪律，确保学生

遵守课堂规则，积极参与教学活动，避免嬉戏打闹等不安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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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学反馈：教师应收集学生的反馈，评估教学效果，不

断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同时教师应建立公正、透明的学生评价

体系，对学生的参与度、技能提升、学习态度等进行综合评价，

并给予积极激励。

四、实施课余训练与比赛规范

1. 教练员必须提前十五分钟到达训练现场，对场地安全、

器材完好性和设备功能性进行细致检查，确保训练环境安全适

宜。

2. 教练员随身携带规范的训练计划，内容包括：训练目标

与任务、训练常规。

3. 教练员在训练时必须穿着运动服、运动鞋。

4. 在课余训练中，教练员应遵循循序渐进的训练原则，科

学安排运动负荷；依据本项目的运动损伤特点，做好预防的相关

准备工作，避免运动损伤的发生。

5. 由体育竞赛与训练中心统一办理运动员训练、竞赛活动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6. 训练遇雨天等不良天气，教练员可变更训练计划、内容、

场地，雾霾天按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的《浙江省重污染天气

学校学生预防专项应急行动方案》（浙教办体﹝2024﹞15 号）

文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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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代表队参赛前，教练员必须进行安全防范教育，内容包

括：交通、饮食、财物、赛风赛纪以及竞赛安全等。

五、实施校内体育竞赛与活动规范

（一）体育竞赛与活动规划

1. 体育与美育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职工

等各项赛事。

2. 学生体育社团主办：学生体育社团组织的全校性或年级

性体育竞赛或活动。

3. 院、园、系主办：各院系（园）组织的具有院系（园）

特色或传统的体育竞赛或活动。

（二）体育竞赛与活动规程制订

所有校内体育竞赛与活动须制订竞赛与活动规程，规程内容

包括：竞赛与活动名称、主办单位、竞赛时间、地点、竞赛项目、

参与对象、竞赛办法、录取名次与奖励、报名与报到、预计人数

与队数、伤害事故应急预案、经费预算、竞赛解释权归属单位等。

学生体育社团、协会指导教师和下系指导教师或项目负责人应积

极主动参与，确保规程科学化、规范化。

（三）体育竞赛与活动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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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体育与美育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校内体育竞赛与活动：

由各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体艺部负责人提交校体育与美育工作

委员会审批。

2. 学生体育社团、协会主办各类体育竞赛与活动：必须经

协会主管部门同意并签字盖章后，由社团指导教师提交体艺文化

建设中心审批。

3. 院系（园）主办各类体育竞赛与活动：必须经由所在院

系（园）分管领导同意签字并盖章后，由下系指导教师提交体艺

文化建设中心审批。

（四）举行校内体育竞赛必备条件

1. 参加田径、马拉松、越野赛、游泳、篮球、排球、足球、

橄榄球、跆拳道等对体能要求较高的比赛项目的师生员工，须出

具体检合格证明。

2. 田径、马拉松、越野赛、游泳、足球、篮球、橄榄球、

跆拳道比赛，必要时安排一名医务人员到场（或红十字会学生），

并在现场备 AED等应急急救用品。

3. 除田径、马拉松、越野赛、游泳、足球、篮球、橄榄球、

跆拳道比赛外，其它项目由社团指导教师、下系指导教师或项目

负责人确定是否需要医务人员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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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竞赛与活动若遇不良天气，项目负责人应提前准备雨披、

姜汤等物品。

5. 体艺文化建设中心、场馆与信息服务中心必须提前五个

工作日，联合检查场馆池、器材、设备是否满足竞赛与活动要求。

6. 各运动项目的负责老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参赛人员购

买运动安全保险。

六、实施体质健康测试规范

1. 测试准备与检查：体质健康测试负责教师和工作人员须

提前五个工作日，检查确认测试场地、器材、设备是否满足测试

需求；测试前十五分钟到达现场，仔细检查场地、器材、设备是

否完好，确保测试流程顺畅。

2. 测试宣传与动员：公共体育教育中心须在测试前一个月，

向测试对象、所属院系（园）、部门体育教师发布测试信息、计

划，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及时获得测试相关的通知和指导，遇特殊

任务也须提前二周发布，否则需推迟体质健康测试时间。

3. 体育锻炼与健康教育：各院系（园）须进行宣传，并鼓

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体育锻炼；下系教师必须积极、主动配合院

系（园）开展课外体育锻炼指导工作。同时，通过讲座、研讨会

等形式，加强学生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识和理解。

4. 安全教育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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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官网平台发布：体测前后应注

意的饮食、睡眠等，体测常见问题（免测、缓测等），运动应急

急救知识（运动损伤、休克等）。

（2）利用现有的场地橱窗、宣传栏进行体质健康测试温馨

提示、测试须知等信息发布和宣传。

5. 现场安全监督：在 1000米/800米测试场地，必须安排至

少两名体艺部安全巡视员（体艺部骨干教师），根据测试的实际

情况，可向校医院申请，至少安排一名医务人员（或两名红十字

会学生）到场，确保测试过程中学生的安全，并及时处理可能发

生的紧急情况。

6. 测试流程与调整：体质健康测试项目顺序及间歇时间应

根据各测试项目的特点进行科学安排。对于个别学生提出的调整

测试项目顺序的需求，应予以考虑和采纳，以适应学生的个体差

异。

7. 教师责任与关怀：测试前，必须询问学生身体状况（心

脏病、气胸、低血糖、睡眠等）和适宜的准备活动；测试中，及

时关注学生的测试安全，尤其是注意测试器械的使用安全和1000

米/800米测试过程每位学生的身体状态；测试后，安全巡视员和

负责测试教师须注意学生的身体反应状况，提供必要的关怀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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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气应对与物资准备：若遇不良天气，及时发布变更测

试计划与场地等通知，雾霾天按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的《浙

江省重污染天气学校学生预防专项应急行动方案》（浙教办体

﹝2024﹞15 号）文件规定执行。同时，测试前，负责体质健康

测试工作的相关人员应提前准备好葡萄糖、糖、雨披、姜汤等相

关物品，以备不时之需。

9. 特殊情况处理：对于因特殊原因（如疾病、残疾等）不

能参加体质健康测试的学生，应提供体质健康免测或缓测的机

会，并确保其隐私和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

七、应急预案启动

事故发生，事发现场负责人（责任人或当事人）首先向体艺

部伤害事故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并得到确认后，即启动应急预案。

如遇紧急情况，可直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然后向应急领导小组

报告。

（一）报告及程序

1．报告程序：事故发生后，事发现场负责人（责任人或当

事人）必须立即报告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各分管小组成员根据

情况指挥救援并逐级向相应单位、部门报告。

遇到重大事故，各分管小组成员要报告给应急领导小组负责

人，并向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报告，同时向学校稳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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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

2．向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报告的内容：

（1）事故发生的单位、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

（2）事故的简要经过及影响人数；

（3）事故原因的初步分析；

（4）事故发生后立即采取的措施；

（5）事故报告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

（二）抢救及程序

1．抢救程序

（1）事故现场负责人迅速组织现场处置，同时，及时将事

故信息报告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

（2）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接报后，组织应急救援组人员全

部就位，以确保人员安全为首要原则，现场组织抢救、疏散，同

时拨打 119或 120进行报警、求援。

2．应急救援处置

（1）运动伤害事故：立即通知现场医生进行处置，并报告

给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如处置困难，立即报告救援小组送医院

或相应的医疗机构医治；如果特别严重，先拨打 120请求支援，

后报告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

（2）治安突发事故：在能力范围内立即制止并组织现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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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疏散，并报告给应急领导小组；如处置困难，立即报告救援小

组和 110请求支援，再报告给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

（3）不可预知的其它紧急情况：现场带队教师应立即稳定

学生情绪，建立秩序，指挥学生按照指定路线有序进行紧急集结，

并迅速疏散到安全地带（如果没有危险应原地不动，听候安排）。

同时，以最快速度将事故信息报告应急领导小组负责人。

对没有及时撤离的人员，要向救援人员指明具体位置和所处

状况，以便及时、正确营救。

八、后续工作

1. 及时收集有关事故信息，并作好相应的记录，做好有关

证据、资料的保存工作，情况严重的应保护好现场。记录伤害事

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害事故的原因及处理情况等，对于发生

伤害事故原因不明的，伤害事故处理的进展等事项，可在后续报

告中说明。

2. 保险介入：同时通知保险机构介入。

九、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关于全面普及体育卫生与

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体艺部﹝2014﹞6 号）同时废止。

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

2024年 11月 17日



— 14 —

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综合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