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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设置多样，主要有警察体能、攀越障

碍、防卫控制、警察武器使用等。近年来，随着警察执法过

程中对武力对抗、控制等实战能力提高的迫切需求，警察摇

篮的公安院校体育类课程对身体强度与对抗性的要求逐渐

增加，课程中受伤等意外风险因素增多，造成课程教师教学

过程中畏手畏脚，刻意降低对抗强度和难度，甚至取消高风

险训练或技能项目，丧失进行教学探索的动力。因此，从社

会执法环境对警察实战能力提高的外在压力，以及公安院校

体育课程改革的内在动力下，旨在提高公安院校教学质量，

破除课程“伤害事故恐怖症”带来的枷锁，完善公安院校体育

教学环境中运动风险管理与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1]。

2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运动风险管理与建设的

意义

2.1 提高体育课程的教学质量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不仅仅是追求身体健康和培养体育兴

趣，更重要的是未来从事警察职业对身体素质和警务技能有

特定的需要。因此，强健体魄，娴熟警务技能已经成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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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的体现，而体育课程质量也直接关系到警察队伍的 

战斗力。

随着公安院校体育课程设置项目的增多，以及课程强度

和对抗性加强的职业需要，体育课程中意外伤害事故逐渐增

多，再加上相应法规不太健全，学校与教师个人都面临不小

的压力，教师迫于压力避免大强度，甚至取消对抗性强的技

能训练，教学质量得不得保证。

公安院校完善体育课程风险管理的各种制度，认真落实

2015 年颁布的《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从各部门管理责任入手，明确伤害事故管

理中，体育课程器材采购管理、课程组织教学过程，以及学

生体质健康管理、安全教育等各方面所应该体现的工作和承

担的责任，细化到各个环节，并将相应制度与要求落实到公

安院校的日常管理制度中，杜绝伤害事故出现时只盯课程教

师的现象，鼓励教师按正常的教学任务和目标进行课堂教

学，减少教师工作压力，更有利于公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质

量的提高。

2.2 打破体育课程之间的隔离，促进课程改革的探

索与发展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体系是相互交融的。警察体能是警务

技能的基础，而其他课程是警务技能的升华，相互之间既有

联系又有明显差异。在传统体育教学模式下以小班授课形

式，课程教师各自进行教学与风险管理，跨课程的教学内容

与教学形式的探索欲望不足，教学方式改革探索的风险压力

较大。完善公安院校体育课程运动风险管理制度，教师明确

了课程中风险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相应责任，减少教师在教学

改革探索中的压力，更有利于体育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的探索，提高课程改革的动力。

2.3 加快公安特色的体育风险管理机制建设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建立相应的运动风险管理机制，将《办

法》中的制度行政化，配备相应处置人员，形成一套完整的

应对机制。当体育课程中伤害事故出现时，由谁来送医，谁

来负责各种费用报销或暂时代付，谁来与家长联系等，都应

该形成相应的制度，并明确到部门与人员，如果都由任课教

师来直接进行或间接联系完成，无疑将教师首先置于一个主

要“责任人”的角色，那公安院校体育课程中的“实战化”

教学就无从谈起，不然，处理偶然“伤害事故”带来的压力

就会耗尽教师教学探索的所有热情。

同时，课程中“伤害事故”的认定机制也同样重要。由

谁来组织认定，以及认定方式与依据等，明确责任，细化体

育课程风险管理的各个环节，使教师明确自己应该负责的风

险因素，在教学中防范相应的风险点，明确底线责任，在此

基础上才可能专注于教学内容本身。体育课程风险责任点的

细化，使课程组织与管理更加科学化，最终，有利于减少体

育课程伤害事故的发生。

3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风险管理与建设的难点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风险管理与建设的难点有以下几点 [2]。

3.1 院校管理部门对体育课程风险认识不足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不等同于普通高校大学体育课程，单

从教学内容上看，项目设置、对抗强度等都有较大差异性；

再加上近年来公安院校警务技战术实战化的大趋势，以警务

化教学改革的深化，必然会增加公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的风

险因素。面对有别于普通院校的警务化体育课程风险，以及

基础民警对“实战化”能力需求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公安院

校的管理行政部门以及教学单位，亟需提高对“实战化”体

育课程风险的预判和处置能力。

3.2 课程设备采购与管理中的风险评估不足

公安院校体育器械与设施有其特殊性。当课程相应伤害

事故出现时，采购部门和风险设施评审环节等应该被引入到

追责环节中，促使后勤部门在设备采购和设施建设过程中实

施一系列的管理措施，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履职，预防

潜在风险因素，控制教学工具和设施的相对安全性，保证公

安院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持续性。

3.3 教师对体育课程风险管理重视不够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教师大多参与过体育相关领域的学习

或训练，或者直接来源于体育院校和专业运动队，大多数人

有训练过程中的受伤经历，往往会把受伤归结为个人或客观

因素，潜意识里面认为课程活动和训练中受伤是太正常不过

了。并且部分体育课程教师不了解《办法》等风险管理相应

政策，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或责任在哪里。因此，体育教师在

教学文件的准备，以及教学过程中的组织，风险点的管理等

环节没有细化，“受伤事故”出现后，教师面临各种压力，

容易失掉教学探索的热情。

4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运动风险管理的策略

4.1 提高教师体育课程风险控制能力，强化安全管

理意识

体育课程风险管理的最优策略是减少可能存在的风险因

素，而教师教学安全意识是降低运动中产生各种伤害事故的

关键。

第一，提供给教师相应培训机会，提高课程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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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学环境比较开阔，学生或班级之间教学训练过程相互

干扰时有发生，因此，加强教师相应能力，相互交流教学经

验，能避免或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

第二，培养教师教学安全意识，并将安全管理放在课程

设置的重要地位 [3]。

4.2 明确各个环节和人员的风险责任，健全公安院

校体育课程风险处理机制

明确风险责任，健全处理机制是控制体育课程伤害事故

发生的保证。明确责任是让教师和管理人员知道自己应该担

负责任，努力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例如，哪些可控因素，

哪些是不可控，或教师不好控制的环节等。甚至明确体育课

程底线安全措施的相应内容，减少教师上课顾虑，降低教师

上课压力。

健全院校运动风险处理的联动机制。一旦出现运动伤害

事故，各种处理环节就相应跟进，教师只需要上报情况，提

供相应教学文件和伤害事故说明，由教学辅助部门或开课院

系相应人员进行跟进处理，无论是受伤人员的救治，最后责

任的认定，采集相应证据，还是家长的沟通与联系，甚至是

走相应法律程序等，都应该由专职人员进行处理，形成公安

院校体育课程风险管理的完善机制。

4.3 引进社会保险系统，夯实风险管理的保护垫

公安院校体育课程的职业性与特殊性，课程不可能完全

趣味和轻松化，引入社会保险系统，完善对学生、教师、

学校的保护链，增厚相应保护垫。在体育课程伤害事故以

后，应急处理的各个环节会产生相应费用，或存在相应责

任赔偿问题。学生医疗保险不能完全覆盖的费用，以及随

后康复治疗，或赔偿等问题，是学校、家长、教师等方面

的矛盾点，增厚保护垫有利于减少或消除矛盾，维护好正

常的教学秩序。

4.4 提升学生课程风险意识，筑牢课程安全“防护罩”

减少伤害事故发生，有赖于课程参与主体的积极配合，

特别是公安院校体育课程中有障碍类的项目，涉及有一定高

度或跨度的大型器械时，学员的专注度和安全意识直接决定

了课程中失误或意外发生的比例。对学生加强课程安全管理

教育，提高学生积极并认真参与到课程中来；同时，加强学

员之间保护帮助相关培训，切实提高学员课程中安全意识，

为学员参与体育课程落下安全的“防护罩”。

5 结语

综上所述，公安院校体育教学过程高强度、高对抗，以

及职业对“实战”能力需求带来的风险，决定了体育各类课

程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特殊性。论文从体育课程风险管理的

意义，以及目前面临的难点，探索了公安院校体育课程风险

管理的相应策略，对公安院校根据自身特点完善体育课程风

险管理制度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4]。

建议依据《办法》中相应的精神，充分考虑公安院校体

育课程的特点，由开课单位建立相应的风险应急部门，配备

相应的人员，对课程内容、教学设施、教学环境等进行风险

识别与评估，拿出应对方案，并对课程中的各种“风险事件”

进行应急处理，形成一整套应对策略。从而维护好教师教学

探索的热情，保护学员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下提高身体素质，

保证公安院校体育课程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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