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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法律 

施致平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2010年9月，學校才剛開學，高雄縣沙崙

國小及彰化縣達德商工相繼傳出游泳課學生溺水

事件，2009年2月，清華大學計量財經金融系

學生，與同學在學校體育館內打籃球時，為撿掉

在看台椅後方的籃球，因碰觸插座觸電休克，緊

急送醫急救仍回天乏術。此些案例在校園中並

非個案，依教育部校安中心的統計資料顯示，

98年度學校校園安全事件通報件數共138,170

件（97年22,787件），死亡人數885人（97

年7 3 1人），受傷人數2 1 0 , 0 0 5人（9 7年

20 , 4 90人），顯然，校園事故案例明顯增加

中，但從校園安全的觀點而言，這絕不是一件

好事。再分析98年度校園事件類型，其中意外

事故為6 , 8 8 8件（4 . 9 9%），而此些意外事

件中，因運動或遊戲所造成的傷害為1,402件

（20 .36%），顯然，運動意外事故更是校園

意外事件的最大宗。

校園原是一歡樂學習的場所，學生們除可

親自體驗活動的樂趣，更可享受運動後淋漓盡致

的快感，然也因動態活動的學習型態，其事故傷

害的風險也相對增加，當運動意外傷害發生時，

除雙方息事寧人的一般作為外，法律訴訟的案件

也由此而生，責任的歸屬與釐清更是檢察官及法

官所探究之處，因此，體育活動的推動者（教

師、教練）如何規避風險與責任，參與者如何爭

取自我權益，對體育運動與法律的認知是一門不

可或缺的課題。

運動法並非是一部經由立法機關所制定而

成的法典，並賦予「運動法」之名稱，而是旨在

於運動的活動過程中所發生具有法律意義的事

件，就各種相關之法律規定予以適用。因此，運

動法乃一學術用語，其所涉及之範圍甚廣，從高

層次的憲法上之問題，以及一般的民、刑事問題

均可能包含在內；就其廣度而言，運動法可說比

其他法學領域包含更多不同的面向，且隨著日常

生活中不斷發生的新運動事件，引發新的法律問

題，法院的判決也會對運動事件之法律意涵賦予

更多新的解釋，因此，運動法的內容也隨之增

易，可稱為一動態式的法律領域。運動法並無明

確可確定的對象或範疇，幾乎包含各個法學領

域，且隨著日常體育活動的進行，隨時可能產生

新的議題而需從事法律上的解決（李永然、林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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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2007）。因此，體育運動與法律存在著強

烈的相互關聯性，應跳脫一般法令之規範，運動

法的的概念逐漸形成。

體育運動是一種行為的參與過程，任何一

次失敗或嘗試錯誤都可能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

不若靜態的學習方式，錯了可以重新再來，諸多

由運動傷害所引發的法律訴訟問題也層出不窮，

就現況而言，目前體育運動常見之法律問題大致

可歸類為：（一）運動與疏忽，從法的觀點而

言，疏忽是「應注意且能注意而不注意」所造成

傷害的行為，而其造成之主因來自於欠缺對潛在

危險因子的認知，疏於發覺對可能危害活動的因

子，與疏於對環境設備的檢視，如體育教師疏

於對器材的檢視，游泳課中疏於對學生的照顧

等。（二）運動與侵權行為，民法第184條明

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應負

損害賠償之責任。在體育運動中常見的情形為，

1.球員（學生）間之侵權行為；2.觀眾（學生）

於觀賞比賽時所受的侵權行為；3.醫療過失所

造成的侵權傷害；4.商品責任的侵權傷害，如

運動器材瑕疵導致使用者的傷害；5.誹謗的侵

權傷害。（三）運動與藥檢，此範疇為藥檢過程

中因取樣造成侵犯個人隱私，及藥檢程序是否合

乎正確性與保障隱私權。從法的觀點而言，運動

員服食或注射興奮劑、利尿劑、麻醉性止痛劑或

同性物質，並未構成違法的事件，然基於健康、

安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此類藥物仍為運動場

上的違禁品。（四）運動與醫療，當傷害發生

時，有無給於傷者第一時間的急救措施、是否建

立緊急醫療系統、是否與鄰近之醫院建立醫療網

等，此皆為檢察官與法官認定適時的依據。

「預防勝於治療」一直是活動規劃的宗

旨，個個耳熟能詳，但從98年度的校園安全通

報案例不減反急增的件數看來，顯然，此種預防

勝於治療的措施也只不過是一種口號罷了。因

此，為提供參與者（學生）一個安全無虞的活動

空間，體育活動的推動者（教師、教練）免於因

傷害而導致不必要的行政訴訟，運動傷害的防範

之道實為重要的課題。爰此，運動傷害預防之主

要方式可歸類為：（一）研讀並熟悉相關法規，

法令是依循的準則，研讀並熟悉相關法令規範更

是避免誤觸刑責的根本之道。國民體育法、各

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加強校園運動安全注意

要點等都是主要的基本準繩。（二）運動傷害

的預防，大致可分為幾個層面：1.落實活動人

數掌控；2.確實熱身活動；3.提供安全的活動

環境；4.樹立危險警告標示；5.建立完善醫療

系統；6.強化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的概念；7.善用切結書（waiver  form）的制

度。（三）疏忽的預防，依研究指出，疏忽是體

育運動訴訟案例的主因，其主要因素為：1.欠

缺對潛在危險因素的認知；2.疏於發覺可能危

害活動的因子；3.疏於對環境設備的檢視。因

此，欲減低因疏忽所造成的運動傷害，沒有疏忽

的活動是體育運動的最高指導原則。

最近因校園運動事故頻繁，訴訟案例大

增，運動法的概念又再度被加溫，然強調運動法

的概念也僅是一治標之道，一來保障參與者（學

生）的權益，另一則是執行者（教師、教練）的

責任歸屬，真正的治本之道，則應了解體育運動

與法律的特殊性，加強體育運動與法律的常識與

觀念，落實校園運動傷害的防範措施，建立風險

管理與緊急醫療網。用心即會關心，關心即能防

範，防範則是校園運動傷害的最佳守則，大家一

起用心、關心，許校園一個安全無慮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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