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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关于小学体育安全事故的报道层出不穷,小学体育安全问题也被推到了风暴的中心,体育安全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小学体

育课堂的教育安全是教师需要关注的重点。由于体育教育的特殊性,户外教学科目较多,课堂上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问题,如：自由活动过于激烈,

运动器材存在隐患,安全教育不重视等。消除这些体育教学中的安全隐患是保证体育教育顺利进行的前提。小学体育作为小学教育的教学过程

中更应重视小学生的安全教育。只有足够重视小学生体育课堂的安全教学问题,并对其实施有效措施,从而避免安全问题的发生。这才能有效的

开展小学生体育教学活动, 大限度减少体育教学的安全威胁。为此,提出了解决这些安全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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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时代的发展,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的今天,学校和家长都开始关注小学生的身体素质。重视体育教育,既要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又要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生安全教育在体育教学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安全开展体育活动是增强体育教育意义的前

提。阐述了小学体育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然而,从目前的体育教学情况

看来,小学生安全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通过将安全教育融入小学生安

全教学现状,建立以体育为平台,融合其他教学手段的安全教学模式。实施

有效的应对策略,可以促进小学体育的现代化。 

1 小学体育教学中安全问题的成因 

1.1师生安全意识不足 

体育教学与文化教学有很大的不同,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以体育的形

式参与课堂活动。教师安全意识的缺乏和对学生课堂保护监督不到位是

造成小学体育课堂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教师没有认识到小学

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年龄特征,没有积极地进行保护。 终影响体育

教育的安全。 

1.2体育课前热身活动不足 

因为体育教学活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真正开始体育教学之前,

教师需要正确引导学生进行课前热身活动,有效的课前热身是体育教育

安全的关键。热身活动可以调动身体各个部位的运动功能,降低发生安

全事故的风险。但是有些小学体育老师对课前热身活动并不重视,只是

走马观花一般引导学生扭动手脚关节,这不能有效的对学生起到课前热

身意义。这种单纯课前热身的形式,不仅使课堂失去活力,也违背了体育

教学的初衷。 

1.3运动设备检修不足 

体育器材的老化和损坏会增加小学体育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小学体

育教学活动通常在课后进行,教师和学生需要借助体育器材感受体育的兴

趣。在体育教育的低地位下,许多学校忽视了体育器材的维护。有些设备

太旧了,不能用,但仍在使用。体育器材的保养不足,大大增加了体育教学

过程中的安全隐患问题。 

2 小学体育课安全问题规避策略 

为了及时避免小学体育教育的安全问题,学校、教师和学生需要共同

寻找安全隐患,解决安全问题。小学体育安全问题规避策略如下： 

2.1提高师生安全意识 

只有体育老师带领学生树立良好的安全意识,才能有效形成安全的

体育教学氛围,从而才能有效促进小学体育教学中安全问题的避免。教

师作为教学的领导者,应树立强烈的安全意识,观察威胁学生安全的事

物和现象,引导学生树立安全运动意识。教师应组织学生注意体育课堂

纪律。小学生活泼好动,自我控制能力有限,很喜欢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

体育活动。要发现这些问题,体育教师应该在第一时间停止,并向学生解

释停止的原因,让小学生意识到他们的娱乐形式存有安全隐患。在小学

体育课上,老师可以把学生平均分成小组或自愿竭诚小组,让小组成员

轮流担任组长,让学生有意识的注重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学生将建

立一种安全感。 

2.2做好协调分组活动 

在体育课课堂上,科学管理课堂纪律,保证学生安全,集体行动是必然

的选择。首先,可以选择一个组长来管理每个小组的学生,这样可以减轻老

师的负担,使运动更有组织性。例如,一些学生,因为他们不想去上体育课,

上课铃响后,会在操场的铁栅栏,跑到校园外的地方玩,分组可以有效地减 

前巧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教学过程中,给予不断地鼓励,帮助

学生获得成功；在活动结束时,注重运用激励性评价,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性

学习,评价中又注意引导学生评估优点,往好处看,从而强化学生主动参与

学习的情感和动机。另外,在课堂上自始至终都在使用激励性的教学语言,

积极主动地寻找学生的闪光点给予激励,这种做法所体现的教学思想就是

教师要主动走到每个学生身边,认识到每个学生都是生命的主体。学生一

旦感到自己被老师关注和认可,就会出现主动乐学的情景,这种情景下进

行教学,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的教学效果。 

4 结语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小学数学教学越来越强调要调整教学模

式和教学方法,以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数学

学习对学生来说,是学习的起点,数学是一直陪伴他们成长的学科,教师在

小学阶段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通过多样的方式创

设充满趣味的小学数学课堂,提高小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为今后的学

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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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这种情况的发生。第二,如果课堂上需要运动器材,可以将学生分组,减

少单独行动的机会,避免不必要的紧急情况。体育课程内容不仅应该课外

小游戏,它的目的不仅是运动,但也应该设计一些户外安全知识小练习,例

如,一个学生不小心把他的手腕运动,看如何处理,但这些也可以用作点

着有趣的小体育活动。 

2.3优化体育课热身活动 

热身是所有运动的前提。对于小学生来说,心理发育不完全,自身的安

全隐患意识相当淡薄,对课前热身无意识。并且小学还是能活泼好动,上体

育课及其兴奋的玩耍,肆无忌惮的追逐奔跑,各个细胞都处于极度兴奋过

的状态,这一来更容易产生腿部和脚部抽筋摔伤等安全问题。且由于小学

生正处于成长期。他们的身体机能远不如成年人,所以热身活动尤为重要。

热身活动可以促进肢体的运动,放松肌肉,灵活关节,提高小学生身体承受

运动的能力。从而避免体育课堂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教师应选择符合小学

生身心特点的热身形式进行教学,既能增加课堂教学活动的趣味性,又能

减少体育教学中的安全隐患。这时,教师应集中注意力,积极做好指导工作,

带领学生做暖身活动,如做一整套广播体操或慢速绕圈跑活动。或者体育

老师可以改变以往的二审活动,可以组织学生创作出属于他们班级特点的

热身活动方式,还可以投票选择背景音乐,让孩子们在兴趣中找热身活动,

从而提高学生对热身的兴趣。既保证了体育教学安全,有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 

2.4做好运动器材的定期检查工作 

每个学校的操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固定的室外健身器材,这些运动

器材的质量与完好状态,直接影响着体育课堂教学的安全性。教师需要借

助体育设备去完成教学内容的展示,如果在体育课上老师需要用到这类室

外器材,必须要在课前做好相应的检查,确保运动器材的安全性。做好体育

设备的检修工作,以提高体育课堂活动的安全性。例如,单双杠这类长期固

定在室外的运动器材,经过长时间的风雨打击,和长时间晃动,便会间接造

成其支架不稳定,所以对学生的安全也带来了直接的危险。小学管理者应

指派专人对体育器材进行维护,并在每次使用前后进行安全维护工作,以

保证学生能够安全使用体育器材,学习体育技能。体育教师还应在课堂教

学过程中随时观察体育器材,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人员报告。教育学生正

确使用体育设施,减少教室安全隐患,正确使用学生是 有效、 有教育意

义的。 

3 安全教育与体育教育相融合 

安全教育是体育教育组成的基本,其体育教育和安全教育是紧密相

连。安全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体育和保健的基本知识,提高体

育技术水平。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课堂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体育老师

可以根据体育教学课程的特点,设计有趣的教学环节,科学有效的将安全

教育和小学体育教育想融合。 

3.1课堂教育 

物理教育的课堂教学主要在课堂上,教学重点主要是理论知识,根

据这部分的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让学生意识到危险,

知道要学会避免危险和如何寻求帮助,从而进行实践教学环节为以下奠

定基础。 

3.2体育活动 

3.2.1危险场景的撤离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体育教学的特点,和体育教学的功能,在教

学设计中加入安全从教学技能的培养,如培养学生在跑、跳、攀爬等运动

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使学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离开,或是在此种危急

情况下有效的进行安全操作。 

3.2.2简单伤势的处理 

学生通过学习安全教育的知识,从而有效避免运动伤害发生后的第二

次伤害。具体情况包括运动时摔倒出血的控制和扭伤的及时处理。老师可

以在体育教学时进行课前教学,在这种情况发生时及时治疗。并且教师要

明确的告知学生,如果在伤势严重,自身无法处理的情况下,要积极求救,

等待医护的到来。 

4 结语 

根据本文所述,小学生的身体还正处于发育阶段,所以在体育教学过

程中对小学生安全教育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学老师应该在第一时间

认识到体育安全的重要性,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学生活泼好动的特

点设置教学环节有效将安全教育知识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在注重安全意识,

从而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教学环境。并且体育老师在体育教学活动的过

程中一定要安全监管学生,让学生在安全的基础上进行体育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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