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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拳击教学风险及规避研究
鲁明旭

（吉林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小学生拳击教学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风险问题，

安全风险问题不仅关系到小学生自身，同时对拳击教学的发展也

具有直接的影响。所以本文研究得出了小学拳击活动过程中，热

身和放松手段单一，体育教师风险规避意识薄弱，对于小学生的

疲劳监控不足、伤病了解不充分以及负荷安排不合理为拳击教学

活动埋下安全隐患。研究旨在进一步改进小学生拳击教学中风险

规避问题，对推动拳击教学运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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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拳击运动在小学的发展，拳击运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小学

生喜欢，并且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开来。但是小学生拳击运动风险

的存在，必然会制约小学拳击教学运动的发展，也会限制体育教

师的训练指导和相关技术授课。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持小学拳击

教学运动的发展，非常有必要对小学生拳击运动风险与预防进行

探究。通过相关文献资料查找了解到，在中小学体育课堂中开展

拳击运动，需要做到有计划的防护策略，特别是护具的使用，安

全意识渗透，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虽然部分研究中提到了

拳击教学安全问题，但是很少有针对拳击教学安全规避问题进行

研究。因此通过对学生参与拳击教学的风险研究提出预防措施，

希望可以提升小学拳击教学运动的安全保障水平，有效应对拳击

教学教学风险。

一、拳击教学风险概念界定

冯庆雨在《关于体育教学运动中运动损伤风险分析及其规避

探讨》中指出体育活动运动风险致因大致可以分为运动负荷、运

动环境、个体因素。段瑞瑞在《我国体育教学运动开展的风险分

析及其应对研究》中指出，运动风险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风险

致因达到一定量后就会发生风险。总的来说在拳击教学风险中，

风险的致因包含了运动负荷、运动环境和个体，具体来说大体可

以分为学生因素、教师因素、物质因素和其他因素。

二、小学生拳击教学风险因素分析

（一）学生因素分析

在学生因素中，主要是因为自我保护能力弱、着装不合理、

技术动作不到位和注意力不集中是导致小学生教学风险问题产生

的主要隐患。总的来说，小学生的年龄尚小，对新鲜的事物抱有

好奇心，并对其有旺盛的探知欲。在小学课程中，体育课是小学

生比较喜爱的课程之一，这是学生学习体育的有利因素。但小学

生自身的安全意识较差以及自我保护能力不足，使得学生的安全

问题不能保障。就安全意识而言，大部分学生对安全问题没有明

确的概念，安全保护意识薄弱，因而在教学中不知如何保护自身

的安全。根据以往的教学指导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学生在拳击课

堂上不重视穿着，或者随身携带钥匙、小刀等物品。还有一部分

学生在教师教授动作时，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学生着装不

合理以及技术动作不到位，再加上其自身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差，

导致学生的安全难以保障。

（二）教师因素分析

拳击教学作为具有一定对抗性的活动，在教学活动过程中，

需要全身参与运动，而在准备活动中，对各关节、肌肉、韧带拉

伸活动不够，很容易造成损伤的发生，拳击教学活动中需要学生

承载一定的负荷，在活动后往往会存在生理和心理疲劳，而简单

的放松跑并不能完全的恢复疲劳，需要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进

行恢复。目前小学生拳击教学中，在准备活动和课后的恢复方面

都存在一定的教学问题，增加了拳击教学活动安全风险。

拳击教学运动的激烈程度往往给小学生带来巨大的运动负荷，

运动量安排不合理，常常就会因为局部负荷量过大，造成小学生

拳击教学活动产生疲劳问题，为安全带来损伤隐患。运动量的情

况，并不能根据自身的经验而决定，应提前对小学生的身体素质

进行分析，区别对待每一个小学生的运动量，避免因运动量过大，

造成部分小学生在训练中受到伤害。

（三）场地器材因素分析

在拳击教学的教学过程中，场地平坦，护具完备是基础，但

是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除了新建的场地外，使用时间长的场地

都存在场地不平的问题，在场地设施上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问题，

这很容易造的成小学生拳击教学活动损伤发生。设施的不完善，

场地不平很可能产生摔倒等现象，也为安全埋下了隐患。在小学

自身设施上，防范安全隐患不光只有教师和小学生要自身提高，

小学自身建设设施也要提高。

（四）其他因素分析

总体来看，导致小学生拳击教学活动运动风险的其他因素中，

主要是拳击场地不平、教师缺乏重视，同时教师缺乏安全教育也

具有一定的影响。风险规避意识的欠缺也是导致拳击教学活动安

全隐患的诱因。教学训练是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组织开

展拳击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不但学生没有意识到拳击教学活动中

的安全隐患，积极做好风险规避，而且很多教师也没有给予安全

问题足够的重视，在开展教学训练时很少进行风险规避知识的讲

解与传授，也很少针对教学训练中的安全问题进行预先分析和防

范。例如：忽略了教学训练场地设施中的安全隐患，在开展教学

训练活动之前，基本上很少针对场地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隐

患的排除，这实际上就是教师风险规避意识欠缺的一种直接表现，

而一旦教学训练场地和设施中存在安全隐患往往就会大大提高安

全问题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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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学生拳击教学风险的规避

（一）提升学生安全意识

在小学的拳击教学过程中，需要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在安

全意识强化中，首先是严格按照小学生体育运动安全常识，来进

行学习，灌输学生安全意思。在拳击教学过程开始前，要严格检

查器材场地安全性，禁止学生携带坚硬的物品，学生只可以在规

定的时间内进行拳击活动，课后或者课余时间都禁止进行私自活

动，在拳击教学过程中药灌输武德的思想，树立学生尊重教师和

互相关爱的思想。让学生了解拳击并非暴力运动，而是一种对抗

类的体育活动。担任拳击运动教学的教师应认真、严肃的对待这

门课程，在做好学生思想工作，使学生拥有安全意识的同时，还

要让学生明确体育运动的重要性。此外，做好学生的培养方案，

备好每一节课，还要基本了解每位学生的身体素质，设计好每个

教学环节，并注重教学环节中的安全问题。在教师的严谨安排下，

每堂课都能有序进行，学生在逐步掌握相关技能的同时，还能提

升自身的安全意识。

（二）教师在安全前提下指定小学生拳击教学计划

小学生拳击教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就是针对学生教学不是

以技术教学为主，而是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健身意识和拳击运动

知识的普及。在教学计划上需要明确步法、身法、拳法等等教学

教学计划，从基础技术教学开始，先学会阻挡防守，然后逐渐掌

握进攻，再到步法移动，最后进行身法的学习。整个教学计划要

以保护学生安全为前提。另外，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引导，让小

学生熟知拳击运动的特征。从整体角度来看，拳击是一种对抗性

极强、运动量较大的运动项目，其训练体系有一定的系统性，它

要求参训人员具备身体的各项能力，主要有速度、力量以及柔韧

性等。由于目前大多数人尚未了解此项运动的特点，对运动中的

安全问题不甚了解，特别是认知能力较差的小学生，他们在训练

中极易出现安全问题。为此，教师要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开展安

全指导班会、为学生播放相关视频，并讲解其中的动作要领，对

拳击运动知识进行普及，进而让小学生了解该项运动的运动特点、

比赛规则以及安全隐患等，从而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使学生可

以在合理引导下安全有序地进行相关训练。

（三）注重活动准备与活动后的放松

在拳击教学中，需要围绕拳击教学设计充分的活动，特别是

小学生的肌肉、韧带、关节等部位活动，在准备活动过程中，和

拳击教学相互联系，设置徒手拳击操、基本拳法操等，在活动中

就要实现学生的全身热身。在训练后要对学生进行放松活动，放

松活动包含了关节、肌肉等部位的放松，特别是肌肉放松，因为

拳击项目是一种对抗性较强的运动，所以在恢复可以采用拍打肌

肉，关节操等形式。

（四）完善拳击活动场地设施

拳击教学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场地设施，场地设施不完善必然

会埋下拳击教学活动的安全隐患。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场地设施，

要及时更新相关的器材和护具，还要定期检查维护，以免器材陈

旧埋下安全隐患。另外在教学重护头、护膝、护肘、全套都要保

证人手一套，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检查每个学生的佩戴，在拳

击教学开始前要首先教会学生护具的佩戴方法等。

（五）强化教师的安全责任

身为拳击教学的组织者与指导者，教师的安全责任感以及安

全防护意识是保护学生拳击课程安全的重要前提。鉴于此，教师

应不断强化自身的安全责任意识，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此来避

免安全问题的出现。第一点，教师要严格按照拳击教学的要求来

组织教学流程，在动作教学开始前，指导学生做好热身活动，并

依据学生的身体状况以及课程活动安全程度来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第二点，制定相应的课程规章制度，切实保证学生的安全，从而

顺利开展拳击教学。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在学生因素中，主要是因为自我保护能力弱、着装不合理、

技术动作不到位和注意力不集中所导致小学生教学风险问题产生

的主要隐患。

2. 在教师因素中，小学拳击活动过程中，热身和放松手段单一，

体育教师风险规避意识薄弱。

3. 在其他客观因素中，导致小学生拳击教学活动运动风险的

其他因素中，主要是拳击场地不平、教师缺乏重视，同时教师缺

乏安全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二）建议

1. 提升体育教师的拳击教学教学风险规避意识，定期对学生

的自我保护能力进行培训，同时要注意技术动作的讲解，要保持

学生活动前着装规范。

2. 提升准备活动效果，根据教学内容制定热身方法，注重腿

部韧带关节等部位活动，要注重肩颈、肘、腕等部位的活动，在

训练后的恢复中可以结合音乐、放松操、按摩等方法。

3. 进一步完善小学拳击教学活动场地设施器材，规范场地器

材设施管理，避免器材乱摆放问题，同时加强小学生对器材的爱

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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