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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权利的同时袁必须履行

相应的义务遥 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在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遥 随着对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曳尧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法曳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曳 以及 叶学校体育

工作条例曳尧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曳 等法律法规的更好贯彻

执行袁大学生的体育权利保障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

的关注 [1]遥 依据叶宪法曳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院野任何公民享

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袁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义务遥冶因此袁大学生在享有法律赋予的学校体育权利的

同时袁必须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体育义务遥 然而在现有相关

的法律及条例规定上很难找到大学生履行体育义务的相

关规定袁关于体育义务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袁难以查阅遥可
以说袁我们在强调国家尧社会及学校赋予并保障大学生体

育权利的同时袁却忽略了对其义务履行的规定袁不利于学

校体育野健康第一冶目标的实现遥大学生体育义务的履行与

其权利保障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袁权利保障应以一定的

义务履行为基础遥

从西方法律尧法学引进的野权利渊right冤冶一词在中外文

中都有较多的释义袁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出版的

一些法学工具书和法理学教材对野权利冶一词的论述也不

尽相同遥 不过袁众多不同野权利冶释义版本对权利主体与权

利内容却有着共识袁即认为权利的主体是法律关系主体或

享有权利的人袁权利内容是指法律关系主体要求其他人可

以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2]遥
在上述共识基础上袁笔者认为袁权利是具有某种正当

利益应受法律保障的主张或要求遥依此体育权利可相应释

义为院体育权利是应该受法律保障的体育相关利益袁是公

民在此利益上的主张或要求遥大学生的体育权利具体体现

为体育健康权与体育受教育权袁 体育活动中的人身权利袁
体育活动的时间尧项目尧活动形式尧场所等的自由选择权

利袁平等参加学校体育活动竞赛与使用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的权利袁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批评监督权利等等遥

摘 要院 大学生在享有法律赋予的学校体育权利的同时袁 必须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体育义

务遥 文章通过对大学生体育权力的概念尧特征尧保障手段袁以及体育义务的履行现状尧缺失原

因的阐述和分析袁提出应在为保障大学生体育权利的实现提供充分法律支持的同时确立大

学生的学校体育义务袁使其能够更好享有国家法律赋予的学校体育权利袁履行好上好体育

课尧积极参加学校体育锻炼尧增加自身体质与身体健康水平等相应的学校体育义务袁以便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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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enjoy the rights conferr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And then they must fulfill

the corresponding sports obligation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sport rights, security means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 status of the sport obligations and the reasons of insuffi-

ciency. It points out that while we provide full legal support to the realization of securing students' sport

rights, we should,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students' sport obligations so that they may better enjoy the

sport rights conferred by the state law and fulfill the corresponding sport obligations of attending PE classes

earnestl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exercises and improving their own physical fitness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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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叶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曳规
定院野参加体育运动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冶遥 在我国袁
2009 年叶全民健身条例曳颁布实施袁将涵盖野学校体育冶的
全民健身事业的均衡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袁
将促进包括广大学生在内的全民族健康作为新时期的一

项社会目标遥 在实质上袁我国已承认体育运动作为一项公

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应予以促进和保障遥

学校体育侵权是指发生在学校体育领域中的行为人

非法侵害学生体育权利的行为遥 具体来说袁这包括了违反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曳尧叶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曳和叶全民

健身条例曳对学生应享受体育权利的法律法规规定袁从而

没有依法行事袁损害了学生的正当体育权利遥在现实中袁因
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条款规定的模糊性尧歧义性袁缺乏统一

的细化规定袁对法规解释角度侧重点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其

实施的效果袁这导致大学生在自身体育权利受到侵害时难

以找到确定有力的法律依据遥
例如叶体育法曳第 46 条第 1 款中规定院野公共体育设

施应当向社会开放袁方便群众开展体育活动冶袁而对于公共

体育设施中的学校体育设施袁 如果在正常的教学时间内袁
或是学生从事课外体育活动袁 开展体育竞赛的时间内袁社
会对学校体育设施的使用权自然就与学生的受教育权发

生相互冲突遥 叶全民健身条例曳第 28 条规定院野公办学校应

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袁学校可以根据维持

设施运营的需要向使用体育设施的公众收取必要的费

用遥 冶然而袁在该条例中袁对于如何积极创造条件没有具体

操作标准与依据袁也没有提到必须要在保证学生正常的场

地设施使用权利的基础上对公众有偿开放袁收费标准要求

也没有细化规定袁对同属公众的在校学生如何收费也没有

明确法律依据与规定遥 这导致了不乏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袁
过度向社会公众开放袁侵犯了法律所赋予广大在校学生使

用学校场地设施的权利袁相当一部分学生大学 4 年从没有

进入学校最好的体育场馆则就不足为奇了遥 另一方面袁免
费开放的室外场地则是不但占用了本就紧张的学生活动

场所袁部分社会闲杂人员的进入往往会对学校体育场地设

施袁甚至学生人身安全问题制造隐患袁无形中引发了不同

权利主体间的利害冲突袁变相侵害了广大在校学生的体育

权利遥
此外袁宋军生渊2007冤指出袁侵害大学生的体育权利在

性质上具有多类别性袁在情形与实质上又具有一定的模糊

性与危害性 [1]遥 目前对大学生体育权利的侵犯既包括学生

对学生渊课中活动的随意性尧课后行为语言上对他人的嘲

讽尧课余锻炼毁坏占用场地器材冤尧教师对学生渊课时尧课
堂行为尧成绩评定冤尧学校对学生渊师资配备尧课程课时设

置尧场地标准器材设施尧课余训练竞赛开展冤的侵权行为曰
又包括体育课内和课外的侵权行为渊课外体育活动尧课余

体育竞赛与训练等冤遥 从前一方面来说袁据调查袁侵占大学

生体育课时的行为主体主要为学校与教师两者袁学校方面

打着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为目的的旗帜直接变相压缩学

校体育课时袁减少体育师资配备袁缩减体育课上课周次遥教

师方面多有以出差尧事假尧天气状况等多方面原因耽误学

生正常体育课时袁又难以找到适宜时间补课袁往往对于耽

误的课时不了了之遥 从后一方面来说袁课内主要表现为教

师授课内容尧教学能力尧教学方式尧方法上是否能够充分遵

循体育教学规律袁 发挥出体育课的育人及健康身心作用袁
教学风格尧思想态度尧为人师表等方面的表率作用对学生

身心健康尧思想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遥 是否具有良好

的班级风气袁 良好的班风能够更好增进师生间的相互了

解袁形成团结互助袁积极向上的拼搏意识袁而相互指责尧互
相取笑袁则会相互影响团结尧干扰练习袁损人却又难以利

己遥课外主要体现在学校能否为学生提供必要的体育锻炼

场地设施袁为课余体育竞赛尧运动训练配备相应的师资力

量遥据调查袁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袁全国多数高校设备完善

的体育馆往往以营利为目的袁难以对普通学生开放袁即使

个别开放的也是要收取一定费用袁特别令爱好运动而经济

困难学生望而却步遥 室外场地则往往人满为患袁且多被男

生所占有袁使得本就好静懒动的广大女生以难以找到合适

场地的理由为自己无法运动而找到合理的借口袁课余时间

多数大学的运动场所难觅运动着的女学生的身影也就不

足为怪了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在很多情形下袁对学生受教育权利的

侵犯主要表现在学校对学生体育受教育方面的野不作为冶袁
现实中袁在体育课尧课外锻炼尧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运用等

方面以不作为方式侵害学生体育权利现象时有发生袁然而

因学生的体育权利意识薄弱袁难以真正将体育运动作为法

律赋予自己的不容侵犯权利袁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

身受损的体育利益者则少之又少袁更多的则是对学校体育

教育安排的逆来顺受袁以自身适应代替改变现状遥 这反映

出我们在体育法治与教育上的缺失遥

法谚谓袁无救济则无权利遥 对大学生体育权利的保障

主要包括行政法救济和民事侵权法救济两个方面遥 然而袁
我国幅员辽阔的地域特征尧不平衡发展的区域经济与民族

传统习惯等的差异袁 使得多项体育制度政策难以统一袁更
不能够针对具体问题细化分析袁多具有浓郁口号宣言特征

的法规条款而缺少具有具体实施力度的实用性条文遥在法

律法规制度政策条文的表述上难以做到条条清晰准确袁使
得操作标准难以统一把握袁严谨性不足尧可变化性过强则

容易导致执行方法手段及预期效果的偏差遥众多旨在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袁充分发挥学校体育育人作用袁保障学生体

育权利的法律法规难以产生我们预期的效果袁除了我们法

律法规本身的问题外袁其可操作性与执行力直接影响了对

广大学生体育权利的保障程度与实施效果遥
例如袁依据叶教育法曳第 42尧48 条规定院野对学校给予的

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袁对学校尧教师侵犯其人身

权尧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袁可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冶遥
然而袁叶教育法曳与叶体育法曳对于学生的申诉制度只是做

了没有细化的简单规定袁没有建立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

的机构袁在学校规避责任的情况下袁受损体育权利又很难

得到法律救济[3]遥 为了使得体育权利获得切实有效的救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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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通过规范完善自助行为制度袁创设教育仲裁制度袁通过

教育申诉尧教育行政复议尧教育行政诉讼制度来规范完善

学生体育权利的行政法救济制度 [4]遥 另一方面袁需要细化

学校体育侵权行为内容遥针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纠纷频

发袁学校对学生体育伤害事故谈虎色变袁以至于因噎废食袁
为避免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而选择更多去竞技化尧柔性化

的教学项目袁难以达到理想的强身健体尧培养学生顽强拼

搏意志品质的效果遥应从法律法规上明晰学校体育伤害事

故处理的责任与义务袁建立健全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事故的

问责保险机制袁避免因不求无功尧但求无过的不作为思想

行为的影响遥而我国目前只有叶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曳中
有一项对涉及学校体育伤害免责的较为简单规定袁叶体育

法曳尧叶民法通则曳尧叶侵权责任法曳 对包括学校体育的体育

伤害问题都没有明文规定袁法院在处理学校体育伤害案件

时难以找到统一的裁判依据袁因而往往具有较大的自由量

裁权遥 对于学校体育伤害案件可以依据 2010 年 7 月 1 日

实施的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24 条院野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

发生都没有过错的袁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袁 由双方分担损

失遥 冶在体育伤害案件当事人均无过错的情况下袁通过责

任分担机制袁平衡形式与实质正义袁以便起到缓解矛盾尧社
会和谐之功效遥

总之袁 应该加强对侵害学生体育权利的诸种救济机

制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袁提高学校体育相关政策法规的

自身规范性袁建立健全执法尧保障尧监督尧问责机制袁为学

生享受体育权利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持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要依法治教尧依法治体尧狠抓落实尧注重实效袁加强对学校

体育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度袁以学校体育实际工作落实取代

一味空喊口号的表面文章袁防止以形式主义的方法来解决

形式主义的问题遥 加强对现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袁促进

体育健身活动开展袁增强学生的体育权利意识袁避免学生

不断下降的体质状况使得我们日趋规范完善的法律法规

形同虚设的问题遥

野义务渊duty冤冶作为国内外法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关键

性概念袁虽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众多学者以不同视角对其

进行了概念界定袁但至今依旧没有对野义务冶一词形成概念

上的统一遥
沈宗灵指出院野义务袁包括法律尧道德尧宗教尧习惯尧其

他规章等意义上的义务[2]遥 义务在法律上是权利的关联词

或对应词袁二者相辅相成袁互为目的尧互为手段袁共同存

在遥 法律意义上的义务是指由国家规定或承认袁法律关系

主体应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一种限制或约束冶遥 边沁

认为野义务冶一词原来的尧普通的和恰当的含义院野凡是我

有义务去做的事情袁如果我不去做袁依据法律袁我就要受到

惩罚遥冶[5] 各国宪法尧法律普遍规定了公民受教育的义务[6]遥
叶宪法曳第 42 条尧第 46 条将公民的劳动和受教育规定为既

是权利又是义务遥 大学教育虽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袁也没

有像义务教育阶段一样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袁但从本着对国

家尧对民族尧对社会尧对学生个人发展负责的立场出发袁要
想更好发挥学校体育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尧 强身健体尧自
我发展等方面特有作用袁应借鉴义务教育法袁结合学校体

育具体现实状况袁明确学生的体育义务袁建立适当的义务

履行的强制性手段措施规定遥
毛振明渊2014冤在野论体育课程教学科学化的基本问

题冶学术报告中指出院野学校体育教育肩负着国民体质健康

与民族希望的伟大历史使命袁是中华民族实现耶中国梦爷的
中坚力量袁是中国人的脊梁冶遥 我们应当将参加体育活动尧
锻炼身体尧增强体质尧促进健康袁不仅仅看成是个人问题袁
而应该当作是个人对社会尧 对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

务袁 是能够更好提高个人社会适应能力的有效促进方式遥
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学生的体育权利做了明确规定袁然而对

于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义务却很难找到具体的阐述袁现实

中也很少有人提起袁偶尔所提的体育义务袁其体育义务主

体通常多指国家尧社会尧学校体育行政机构等管理部门遥为
保障学生体育权利所应尽的义务袁停留在管理者层面而忽

视了学生作为体育义务主体重要性的义务主体思想袁往往

导致其结果只在于提供保障而忽视了执行遥而法律义务的

目的在于规范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袁且必须通过其主体的

现实行为才能够产生具体的现实功效遥
以实行于全国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为例遥国家相关部

门从提升广大在校学生的身体素质为出发点袁 以测促练袁
以练促升袁达到增强学生体质尧锻炼身体尧促进健康的目

的遥 然而现实却是学生体质测试年年搞袁体质状况却不见

好袁大有形式主义严重且劳民伤财嫌疑的局面遥 为何国家

学校体育政策决策者们为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尧促进身

体健康的良苦用心难以换来广大学生锻炼身体的热情尧体
质健康增强结果的回报呢钥这是我们学校体育政策的决策

者们尧学校体育的管理者与我们从事一线体育教学的体育

教师们所不得不面对并值得深思熟虑的严峻现实问题遥多
数学生平时懒于锻炼袁仅在测试时间咬咬牙袁狠狠心袁硬撑

拼下 800 m尧1 000 m袁也不乏有找人顶替测试尧以各种理

由开病假条申请免测者遥 美好的初衷袁艰苦的付出却难以

得到预期的回报袁 这不得不令我们体育工作者心寒与反

思遥 从法律政策上讲袁强迫或变相强迫学生从事极度不愿

意的测试袁是不妥的遥 从教育学上讲就是完全没有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袁 从运动生理心理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袁
对于平时缺乏运动的学生这种高强度的耐力测试也是不

够科学的遥 然而袁从另一方面讲袁王世杰渊1997冤袁欲令一切

人民的知识尧道德与身体俱有发展的可能袁自不得不令一

切人民俱受最小限度的教育 [7]遥 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冶袁要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袁 增进健康也就必须要抓好体能练

习袁对于没有任何不利运动疾病却连跑步都不能够跑的祖

国未来建设者们袁我们实在不敢恭维其将来能够做出多大

的贡献尧实现多大的自我人生价值遥如果因为以上原因袁我
们不测了袁放弃了对学生体质健康的监管袁则更将是违背

了教书育人的原则袁学生体质连年下降的局面更将难以有

效遏制遥
这里旨在强调袁 大学生在主张自己体育权利的同时袁

往往忽视了体育义务的履行袁将上课袁参加体育锻炼尧体育

大学生体育权利的保障与义务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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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袁课余体育活动看做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袁任何人不能

够干涉袁忽视了其保持自身强健体魄是为国家尧为社会应

尽的义务袁忽视了学校体育义务履行中学生的作为义务主

体的重要作用遥可以设想袁如若其不参加袁不从事学校体育

活动袁或在学校体育活动与竞赛中不遵守规则尧不尊重裁

判尧寻恤滋事等行为袁不但没有履行好学校体育义务袁而且

严重影响了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袁对学校尧对社会都将造

成很大负面影响遥 不承担履行学校体育义务袁 则国家尧社
会尧学校为其提供的一切权利保障的法律法规尧巨大的资

金投入尧优越的物质条件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袁难以有力执

行与实现预期效果遥
学生在国家尧社会尧学校制定好相应法律法规及规章

制度袁提供好必须的器材设备尧场馆设施尧资金投入后袁在
实现自己体育权利的过程中也就相应履行了自己的体育

义务遥 从这一点上袁我们可以说体育权利与义务是有机联

系尧不可分割的遥

国家教育尧 体育主管部门没有将大学生体育义务纳

入到大学体育管理的规章制度中去袁 也没有将大学生接

受体育教育尧参加体育锻炼作为将来更好服务社会尧造福

人民应尽的义务袁 认识的偏离及权利与义务追求的失衡

导致了体育义务思想的缺失遥 查阅相关研究文献袁对体育

义务的研究只是凤毛麟角袁偶有提及的袁其研究的义务主

体也主要指的是体育主管部门为保障学生体育权利实现

而应尽的义务袁 旨在为如何保障大学生的体育权利而制

定政策袁 忽视了对学生作为义务主体接受体育教育自觉

体育锻炼意识的培养袁 即使再好的权利保障体系也无法

实现学校体育最终目的袁 反而容易导致权利主体在索取

享有自身体育权利的同时偏离既定的方向遥 社会尧学校尧
家长及学生个人体育义务意识缺乏袁 认为锻炼身体是学

生个人的事情袁没有义务的约束袁学校的漠视袁家长的纵

容袁学生自身惰性心理的驱使袁无处不在的电子网络游戏

等娱乐因素的诱惑直接导致了现实中学生对于体育课尧
体育活动的懈怠袁能不运动则不动尧能少动不多动尧能慢

跑不多跑行为意识泛滥袁 曾经响彻大江南北的 野锻炼身

体袁保卫祖国冶早已淡出了大多数学生的思想意识遥 严峻

就业形式与市场经济环境驱使下对学生社会责任心的忽

视袁 很难使广大学生真正认识到作为社会大家庭中的一

员袁其身体健康状况如何袁小则关系到个人尧家庭袁大则事

关国家尧社会及全民族的健康袁关系到个人能够以何种身

体状况与精神状态工作袁 关系到当祖国需要召唤的时候

能否以充沛的体力应征入伍遥
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片面化袁打着以人为本的

旗帜袁对学生放任自流者不在少数遥非普遍现象袁但也绝非

个案的学生过强野维权冶意识袁导致了体育教学内容的柔性

化尧娱乐化袁教师课堂要求的松散化尧考试评价的客气化袁
学生自我要求的放纵化袁将本就不被提及的体育义务束之

高阁遥
学生对校园体育文化的认同归属感缺乏袁难以在学校

体育活动竞赛中进行自身的位置角色定位袁事不关己思想

阻止了学生体育义务的履行遥

国家无权制定法律束缚个人在物质尧智力尧道德诸方

面进行发展的自由袁但很显然的是袁国家强制所有人接受

最低限度的教育并没有违背这一原则袁因为受教育恰恰是

个人活动发展的前提条件 [8]遥 在现代社会中袁受教育本身

对于公民是必不可少的袁所以国家强制公民受教育并没有

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袁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个人价

值的实现 [6]遥 体育义务的确立与履行同样更能够促进学生

体育权利与自身价值的实现遥
大学生体育义务与体育权利相比袁虽看似不及体育权

利同等重要袁但是其却是为了体育权利实现而带有一定执

行手段性质的义务遥因此袁大学生在享有体育权利的同时袁
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遥 对大学生来说袁为自身身心的健康

发展袁为形成强健的体魄袁为更好服务于社会发展尧国家强

盛袁要履行接受体育教育的义务袁将接受学校体育教育袁按
要求参加学校体育锻炼尧运动竞赛尧体质测试尧爱护学校体

育场地设施作为自己为国家富强尧 民族振兴所应尽的义

务遥 将为增强学生体质尧促进健康而必须接受学校体育教

育尧锻炼身体作为一项社会义务袁虽在形式上不同于诸如

纳税尧服兵役等强制义务袁但是我们从另一角度看袁现代科

技信息高度发展条件下国家征兵对象越来越关注于广大

在校大学生袁然而现今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条件

却难以满足征兵要求袁也就无法履行作为公民的保家卫国

义务袁为了履行我们必须的强制义务袁我们大学生更有责

任承担锻炼好自己身体的义务袁不然强制的义务也就成了

仅仅对于少数符合条件人的强制了袁有失社会公平更不利

于学生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遥
从国家的角度看袁受教育义务是积极义务和给付义务

的结合 [9]遥 在学校体育方面袁学生享有的一切体育权利应

该是建立在国家尧社会和学校的给付义务的基础上袁即提

供必要的物质与制度保障遥学生在享有国家给付义务的同

时必须要通过履行自己积极参与的义务实现自己的权利遥
在法律与社会道德方面袁将野必须冶而不是野应当冶作为其

义务履行的核心袁增强大学生体育义务责任承担履行的强

制性遥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袁可通过建立叶大学生体育义务履

行条例曳袁加强宣传教育袁提高体育思想意识遥 在体育教学

中注意培养渗透学生的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吃苦

耐劳顽强拼搏的竞争意识遥加强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联

系袁 学生体质连年下降及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脱节问

题袁导致了学校体育成为我国体育发展的软肋遥 以立法手

段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运动时间袁解决学生体质下降

问题遥 正视目前学校体育从上到下的种种问题袁解决目前

学校体育问题要做到标本兼治袁学生不喜欢体育课尧体质

下滑只是一种现象袁只是标袁不是本袁要从我们的体制尧思
想意识尧指导思想上下功夫袁从源头上解决制约学校体育

的根本问题袁抓住制约学校体育的瓶颈袁均衡大学生的权

利与义务遥 头疼医头袁脚疼医脚袁治标不治本袁只能是竹篮

打水遥 渊下转第 103 页冤

99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5年 第 36卷 第 1期

大学生体育权利与体育义务二者是辩证统一不可分

割的袁过分强调学生的权利而忽视了其应尽的义务袁必将

导致学校体育方向的迷失曰规避体育伤害的去竞技化体育

教学内容袁游离徘徊于学生权利兴趣的柔性化教学与客气

化考核袁必将毁了学校体育课堂袁丢了学生的健康袁以现象

上的尊重保护学生体育权利掩饰了实质上的对学生体育

权利的剥夺遥
可以通俗简练地将权利理解为索取袁 将义务理解为

付出遥 在通过建立健全立法与规章制度保障广大大学生

在享有课内尧课外各项体育权利的同时袁必须明确学校体

育教育工作科学化的重要性袁以学生的发展与成长为本袁
以野健康第一冶思想为指引袁从思想意识上树立学生为自

身健康尧为社会发展参与学校体育活动的义务遥 权利与义

务的失衡对待袁必将影响学校体育健身育人功能的发挥袁
只注重学生的体育权利袁往往容易助长学生的惰性心理袁
以自身的意愿为出发点袁 将使得本就日趋下降的学生体

质状况更加不容乐观遥 总之袁为了避免部分因游离沉迷于

梦幻网络游戏世界而远离拒绝学校体育的野莘莘学子冶为
自己的野体育权利冶找到更为合法的拒绝借口袁就必须通

过保障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完美结合袁 充分发挥学校体育

在为高校培养野精专业尧高素质冶的研究与应用型人才中

的重要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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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袁对应急机制人员尧技术尧设施渊备冤尧救援与协调

等方面预先做出的具体安排遥 针对在体育教学尧 活动尧训
练尧比赛中会出现类似由于器械使用不当或损坏造成的伤

害事故袁 甚至因身体机能状况而出现的死残等突发事件袁
应急机制应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袁落实管理措施遥 体育场

地维护袁场馆中急救器械的日常检查尧试用和更新袁更需要

形成常态袁在特别容易发生意外事故的运动项目渊如学生

体质测试冤中袁应增设校医驻场遥应急机制的各职能部门及

社会部门渊如外借体育场所尧救援机构冤袁须经由应急演练

提升专业急救能力袁融洽合作袁磨合运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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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广播尧会场和网络进行常态化宣传袁未雨绸缪袁强化学生在

体育活动中注重自我保护及准确处置突发事件的信息传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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