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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風險管理之探討

前  言

「風險管理」在體育運動領域中，

是 2 1 世 紀 管 理 者 不 可 或 缺 的 觀 念 ， 但

在學校體育教學上的風險管理觀念並不

是很確實。近幾年來學校體育教育或學

校運動賽會的參與過程中，意外事件頻

傳並造成許多傷亡，教育部學生軍訓處

101學年度統計，處理學生一般及重大

意外事件共計214件及256人次之驚人數

字。無論是體育教學、體育活動、運動

訓練、運動競賽、運動場地設施方面都

是學校體育蘊含風險之所在，學校行政

管理單位及體育教師們不得不正視這潛

藏的危機，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無法彌

補的損失與傷害（劉耀益，2005）。如

何掌握體育課教學活動，一切有關風險

成因跟處理方法與步驟，並加以事先妥

善規劃，則是體育課風險管理的積極意

義（歐宗明，1999）。教育部101年明

定體育課將透過風險管理，運用在教學

活動與競賽前場地與器材之檢查及意外

事件原因的調查與追蹤，貫徹實施等作

為，積極預防及杜絕意外的發生（何敏

華，林耀豐，2012），希望能喚醒大家

維護運動場地設施的安全。祈體育界人

士能正視問題，充分運用風險管理的理

念，熟悉急救步驟，達到預防及降低危

險的目的。

風險管理之道

一、風險管理基本認識

當 任 何 一 個 危 害 性 的 情 況 風 險 管

理著重事前預測可能發生的危險，再根

據危險的嚴重性與發生頻率高低採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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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策略因應，並定期評估成效，必要時

加以改進，而當事件已發生後所做的補

救措施，則稱之為危機管理（彭小惠，

2002）。

二、環境認識

為 了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意 外 ， 體 育 教

師應多花一些時間宣導有關體育課的安

全觀念，包括教學環境安全認識，確保

學生更加認識環境，避免不小心發生意

外 ， 尤 其 是 跑 道 邊 的 排 水 溝 蓋 盡 量 避

開，加強預防好動的學生做危險動作，

例如：騎馬打仗、司令台上往下跳、或

把石頭當球丟等，這些動作不但容易發

生危險，並且也會降低教學品質。嚴禁

在下雨天或地面濕滑時快速跑動或做急

停動作，當遇到下雨時，體育老師應果

斷的禁止學生繼續在室外活動，尤其是

打籃球或跑步容易受傷，此時可轉移到

室內場館繼續上課。練習技能動作時學

生應保持安全距離，老師應指導學生並

劃出安全距離，避免波及在旁邊學生。

例如：臺中縣烏日國二男學生，在學校

的壘球課被同學甩出的鋁棒擊中臉部打

斷三顆門牙，學校緊急澄清，雙方各說

各 話 ， 和 解 不 成 ， 家 屬 堅 持 要 告 到 底

（華視全球資訊網，2009）。另外，屏

東鶴聲國中一名國二男學生，進行例行

性跑步時，跑不到100公尺突然休克死

亡，家長質疑為何讓有心臟病的學生做

如此劇烈的運動，校方明知道為何不勸

阻學生，而造成這遺憾的結果，因為老

師的不夠細心，小孩養這麼大上學去卻

回不了家，叫爸媽如何接受（華視全球

資訊網，2012）。

程紹同（2004）認為，在運動賽會

管理中「硬體規劃」、「設計不當」、

「醫療器材與醫護能力不足」、「個人

因素」、「觀眾因素」與「恐怖活動」

等，都是運動意外的風險因素。洪永恕

（2008），何敏華、林耀豐（2012）則

認為，「教學前」容易因為設備不足或

場地設施不夠完備，還有天候狀況不佳

及課程安排時間不妥，學生健康狀況不

佳，帶來體育教學的意外與風險。

三、運動意外急救處理程序

劉耀益（2005）認為一般體育教師

若無基本的急救觀念及訓練，往往無法

給予受傷的學生最適當的處理及照顧，

很可能就會造成無法挽救的傷害。

當不慎意外發生時，首先老師要判

斷傷者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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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傷者意識清楚，勿移動傷者，詢

問並確認受傷情形，若僅為輕微

扭傷則進行PRICE（Ｐ：Protec t

保護患部、Ｒ：Res t休息、Ｉ：

Icing冰敷、Ｃ：Compress ion加

壓、Ｅ：Elevat ion抬高），發生

骨折或嚴重傷害情形時，則馬上

送醫。

（二）傷者意識不清楚：大聲呼救，勿

移動傷者，確認是否休克或停止

呼吸、頸椎是否骨折，若發生休

克或呼吸停止，立即進行CPR程

序，並送醫。

四、小結

無論任何的運動意外傷害發生，體

育老師都難掩其責，只是一時的疏忽，

學校與體育老師則將負相當大的責任，

也許體育教學生涯將毀於一旦，不得不

謹慎。綜上所述，身為體育教師及學校

行政單位應事先掌握學生身心狀況，當

遇運動意外發生時，體育教師必須熟悉

傷害急救之流程及運用風險管理策略，

有效杜絕意外與悲劇繼續發生。

體 育 教 學 有 效 的 風 險 管 理 因 應 策

略

在此筆者以排球場的運動意外風險

為例（如表1)，來說明風險管理的四大

因應策略。

一、保留風險

當 意 外 發 生 的 頻 率 低 嚴 重 性 輕 ，

可選擇保留風險策略。例如：學校排球

場偶爾有學生打排球扭傷腳踝，此狀況

並不常發生且只是輕微扭傷，可試著先

找出發生事件之原因再採取措施加以防

範，如問題是出在學生熱身不足，可採

取增加運動傷害醫療用品措施並於體育

課多加宣導學生熱身活動的重要性與傷

害急救處理常識。 

二、降低風險

如果打排球腳踝扭傷的意外發生頻

率高，但造成傷害並不嚴重，這時則採

用降低風險的策略。增加安全護踝的器

具跟增加熱身的時間，若十分鐘不夠就

增加到十五分鐘。

三、轉移風險

當 打 排 球 扭 傷 腳 踝 意 外 發 生 率 低

但傷害很嚴重，這時需採用轉移風險策

略。不僅儘速改善不良運動場地設施，

更要用保險來轉移嚴重傷害之風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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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共意外險、運動傷害險或意外醫

療險等。

四、規避風險

如打排球腳踝扭傷意外發生頻率很

高且造成之傷害很嚴重，管理單位編列

預算有困難，學校也負擔不起龐大醫療

開銷，這時最好的解決方法是停止一切

排球活動或關閉排球場地，直到改進後

再做進一步評估。

五、小結

綜上所述，體育教學容易產生的風

險因素及如何有效在教學前採用降低風

險的觀念，都是降低風險的首要策略。

然而錯誤的姿勢、秩序管理不佳、不按

規定練習導致意外傷害情形，通常會發

生在「教學中」，所以體育教師應隨時

注意學生動向並盡到指導及注意的義務

與責任。「教學後」的緩和運動不可省

略，避免學生因肌肉疲勞痠痛演變成運

動傷害或削弱運動喜好，這是很可惜的

事情，最後在上完體育課的器材應歸回

安全位置，若遇到器材損害必須向上報

表1　排球場的運動意外風險管理四大策略及改善方法

策略 改善方法

保留風險
根據人、事、時、地、物，分析找出可能發生風險所在，學生環境安
全的認識、老師宣導體育課的安全知識、加強熱身的重要性、事前學
生的身心狀況了解、體育教師在運動傷害急救處理常識的加強。

降低風險
增加保護踝關節用品、排球場地保護墊的增厚跟平坦、危險設施場地
標示警語、增加熱身的時間（若十分鐘不夠就增加到十五分鐘）。

轉移風險
儘速改善不良運動場地設施、規劃保險（公共意外險、運動傷害險或
意外醫療險）。

規避風險
停止一切排球活動或直接關閉排球場，設立標示危險警語，直到改進
後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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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維修，學生在發生傷害時應即刻送至

健康中心繼續追蹤。如何有效運用保留

風險、降低風險、轉移風險、規避風險

之策略都是老師必須詳細去認識的，因

此筆者再次祈求老師能善加運用加強責

任義務，將意外風險降到最低。

體育教學意外風險責任歸屬

一、道義責任

老 師 已 清 楚 交 代 學 生 ， 並 盡 相 當

注意義務，學生還是不遵守規則造成傷

害。此時老師僅有道義上進一步協助處

理善後責任，且有義務的把受傷的同學

送醫。

二、行政內部責任

校方與老師並不瞭解學生的身體狀

況，學生及家長也未提醒或是報備老師

以進行課程安排控制與實施，若還是不

幸事件發生，仍有可能成立行政內部責

任的問題，如果老師有盡到應注意的義

務，老師便沒有責任可言，但老師應該

要對於學生身體狀況進行一定的注意，

如此還是會有行政內部上的責任。

三、法律責任

就法律上觀察的重點是關於體育課

程內容，教師到底有沒有盡到相關的注

意事項，包括場地的維持以及一些相關

內容的安排和設置，如果都有疏失，而

這個疏失跟學生最後的身體傷害結果確

實有相當的因果關係，老師可能就必須

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四、小結

體 育 教 學 意 外 風 險 分 別 為 道 義 責

任、行政內部責任、法律責任，老師及

相關行政單位必須去釐清責任關係，當

然有必要時還要定期開研討會，檢討上

學期教學注意事項，祈求改進。

結  語

體 育 課 潛 藏 的 風 險 無 處 不 在 ， 是

風險度極高的職業，在預防運動傷害的

風險管理上，應建構安全無虞的環境，

並對學生詳細說明安全注意事項，維護

環境器材，任何較具危險性的地點或設

施都應設立標示警語，落實點名制度，

確實熱身，建置急救緊急醫療體，將運

動器材歸位，學生上課中發生運動傷害

或身體出現狀況，除當時作緊急處置，

並建置一套標準流程，下課後告知學生

須持續做醫護、體育教師也必須立即通

知班導師與下節任課教師及家長，並確

實運用風險管理的四大策略，以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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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不斷的擴大。除此之外，教學器材

設備損壞時，師生應於課後立刻向上呈

報不可省略。在責任的部分更不是只有

體育教師一人，所牽涉到的責任分別有

道義上的、行政內部的、與法律上的，

都是體育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醫護人

員 、 學 生 、 家 長 所 必 須 去 釐 清 與 認 識

的。最後；祈求所有體育教師在體育教

學上都能遵照風險管理策略與意外傷害

處 理 步 驟 ， 定 時 參 加 研 習 充 實 專 業 知

識，為良善的體育教學品質及運動安全

盡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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