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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高等院校的社团类型主要可以分为学术类社团、文学类

社团、文艺类社团、艺术类社团、体育类社团、公益类社团等几
大社团类型，不同的社团具有不同的存在意义，但在户外课程开
展环节去具有一定的共性，那就是通常具有探险性、挑战性等特
点。然而，学生安全则是整个户外课程教学开展的重点问题，由
于高校学生社会经验较少、缺乏户外安全知识且安全培训不足，
会使整个高等院校社团户外课程开展隐患重重。为此，高等院校
应当积极构建户外课程开展的安全保障机制，为高等院校实践能
力培养提供助力。

1  完善户外准备阶段
户外课程教学活动开展包含体育学内容、管理学内容、地

形学内容、生物学内容、心理学内容，是一门综合性培养课程。在
社团活动开展的准备阶段，准备工作存在一定的复杂性，涉及范
围较广，主要可以分为安全知识宣讲、野外技能培训、活动风险
预防、活动风险评估以及活动执行与课程设计，为减少户外课程
教学的风险性，应当构建完善的风险评估系统、风险筛查系统、风
险管控系统以及风险转移系统，并且积极开展安全培训工作、风
险评级工作、前期考察工作、申请与备案工作、紧急预案制定工
作。单就户外课程安全管理环节而言，相较于事后响应，防患于
未然更加具有科学性。因此，在安全管理机制构建环节防患事管
理应当优先于应急式管理[1]。

2  完善户外教学阶段
户外教学活动的开展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形式可以包括中山

活动、攀岩活动、山体速降活动、探洞活动、漂流活动、观光活
动、野餐活动、露营活动、穿越活动，而在开展活动潜在的风险
因素较为复杂，户外活动的多样性以及复杂性，决定了在社团户
外教学环节，参与者势必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主要影响因素有环
境因素、人为因素、混合因素以及其他外界影响因素，为此，全
体活动的参与人，尤其是活动的领队人员，应当及时进行风险评
估，并且对收集到的信息展开汇报与分析，与其他队员展开有效
沟通，共同探讨规避风险的良好机制，来应对在活动中可能会遇
到的风险，并且尽量展开风险转移及风险规避。

3  事故发生阶段
在事故发生阶段，通常会使所有户外教学活动参与人手足无

措，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精确判断，并且冷静地选择其中最为优
质、最为高效的解决方法。最大限度为团队以及自我提供保护，将
生命安全放在户外教学工作的首位，并且将风险危害降到最低，
最大限度保障现场全体人员的安全。有效的团队管理将有助于本
次户外教学活动顺利开展，例如：在快速撤离危险环境下，应当
以救助伤员、抚慰伤员情绪为主，领队人员与其他队员共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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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开展预案评估，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展开自救[2 ]。
4  求救阶段以及救援阶段
如今在户外活动发生突发事故后，国家相关部门会积极展开

营救，在目前高等院校社团户外教学活动开展环节，应当积极
联系救助中心指挥中心，协调配合在当地村民、救援俱乐部、
公益救援队以及救援志愿者等，在多方力量的协助下，积极开
展营救工作，政府救援队在整个救援环节处于核心地位，对各
个部门、各个单位的人员展开合理调配、科学划分。同时，在
灾难发生环节，团队应当展开自救，利用现代化通讯手段向外
界传递受害人员、伤情情况、发生事故地点以及当下医务情
况、造成事故的原因，结合前期的活动准备计划来开展必要的
应急措施，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来提升人员生存几率。

5  事后处理阶段
在整个户外救援活动结束后，涉及到责任划分在所难免，

而户外活动责任认定没有精确的法律规定，依然存在法律适用性这
一问题。但现行的法律法规实践环节，可以参照部分原则性，规定
难免会出现部分判决纠纷。而高等院校的社团户外课程开展同样存
在上述问题，而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来完善整个户外活
动课程开展的规范性与标准性，避免事故纠纷等问题出现。值得肯
定的是， 国内目前户外活动保险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为大众的户
外活动开展提供了更多风险转移以及安全保障，户外活动保险就是
针对其展开设计的，除部分意外保险外，还有具体的保险期限、保
险金额可以灵活运用，因此，为促进高等院校社团户外教学活动开
展，应当从保障角度入手，还需协调政府部门、学校部门、保险公
司以及户外活动的参与人员应当肩负的义务与权利[3]。

6  结语
总而言之，高等院校社团户外教学活动开展与活动安全保障

机制极为契合。二者之间具有诸多互通之处，高等院校可以通过
完善户外准备阶段、完善户外教学阶段、事故发生阶段、求救阶
段以及救援阶段、事后处理阶段等方式制定完善的安全机制来为
社团户外课程开展提供保障，使得高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可以在户
外活动开展环节得到有效提升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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