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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高校学生越来越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多数学生已经主动开始

锻炼，但是过度运动不但不能强身健体，还会导致运动风险的增加。本文对识别运动风险的

方法以及概念进行阐述，基于体医结合，分析高校云峰风险管理的防控和评估，从而降低运

动风险发生率，促进高校体育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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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作为高校教育中的重要环节，高校体育通过卫生保健、身体运动等措施，在健康

第一的前提下，对学生身心健康进行提升的一种活动。近年来校园中频繁出现运动事故，说

明风险和运动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严重影响学生校园生活的丰富和身体健康，严重情况下还

会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如运动猝死、运动意外伤害、运动损伤等。这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

康，增强体育教师的不安和困惑，以及法律纠纷，阻碍高校体育工作的进行。因此需要对运

动风险进行控制，降低规避风险损失[1]。

一、体医结合与校园运动风险管理

运动风险包括运动性伤害（碰伤、扎伤、砸伤）、运动性疾病（运动性贫血、血尿、腹

痛、哮喘、晕厥）、运动拉伤、扭伤、擦伤等，但其中均需要医疗介入。因此，运动能够增

强体质，但是也具有运动风险，医疗可对运动伤害、运动疾病、运动损伤进行治疗，但无法

对运动对机体机能的康复效果进行代替。基于体医结合防控高校运动风险，以运动方式提升

学生身体素质，并在体育教育中加入医疗保健知识，重建降低运动伤害和风险。

二、基于体医结合下的运动风险评估

只要进行运动，一定会出现运动风险，对运动风险进行评估需要分析个体的具体情况，

例如运动者疾病史、身体状况等，想要获得以上数据可通过新生体质健康测试和医学健康体

检，通过分析体测数据和体检报告，可以评估学生的运动风险、体适能情况、健康状况，使

学生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学校更容易将风险个体分辨出来，并对其进行风险定级，根据不

同的风险等级将学生纳入到运动风险监控人群中。

2.1 基于体医结合的运动风险防控

运动风险特征包括复杂性、破坏性、偶然性、突发性等，如果进行有效防控，可对运

动风险进行控制和预防。

2.1 建立健康档案，推出运动处方

第一，提升学生对体质健康测试和医学健康检查的重视，及时告知学生结果，使学生掌

握自己的身体情况，使学生基于健康问题对运动风险进行评估。举例如下：心脏疾病人士应

对剧烈运动进行避免。感冒、身体状况不好的学生需要避免高强度运动。在遇到下雨、炎热

天气等特殊天气应对体育运动进行回避。第二，需要根据体质健康测试结果和医学健康检查

对学生的个人档案进行建立，针对健康程度对学生进行分组：异常组（体质测试不合格、身

体机能异常）、基本组（体质测试及格、身体机能正常）、健康组（体质测试良好、身体机

能正常），针对实际情况对运动处方进行制定，基于体医结合实施针对性锻炼，强化异常组

的保健康复作用，提升基本组运动能力，提升健康组的身体素质[2]。

2.2 用好体育课堂教学，打牢教育“主阵地”

通过体育课堂教学对学生运动风险防范意识进行加强，并在日常教学中融入运动风险防

范意识。举例如下：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讲授常见运动伤害、运动疾病、运动损伤的处理



方法、症状、成因，使学生掌握方法，积累知识，并能够在实际中进行应用，从而起到自我

保健、处理、预防的效果。异常组学生由于身体因素，只能对专门开设的体育课进行参与，

难以参加正常的体育锻炼。这些学生更需要对其传授运动保健知识，并加大传播体育健身思

想的力度，提升其身体素质。同时，学校还可以开展专题讲座，邀请体育界和医学界研究运

动保健的学者或专家来对体育的深度和范围进行普及，降低运动风险发生率。另外，应对体

育教师自身风险防范意识进行强化。组织体育教学过程中，需要对以下三方面进行加强。加

强管理和组织学生，通过合理的教学措施和手段，保证体育教学高效安全的完成。对运动器

材和场地进行认真检查，将警示标志设立在具有危险隐患的地方，并告知学生进行强调，损

坏器材禁止使用。对学生的体检信息进行提前查阅，分别标注身份特殊的学生，事先了解过

学生的身体情况后再进行运动，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不同对待。

2.3 多部门联动，加强运动风险监督

当前多数高校学生较多，单纯依靠体育部防控校园风险远远不够，学校宣传部门、学工

部、医务部门都需要对自身作用进行发挥。体育部门需要认真检查运动器材和运动场地，再

对各项体育活动进行开展。负责活动的组织和展开，确保安全隐患尽量排除。校医务室需要

保证人员设备按时到位，对秩序进行维护和掌控。宣传部门需要宣传运动风险预防知识和日

常运动保健常识，各方面积极努力，提升学生运动风险防范意识和作用。

2.4 利用移动健康管理，拓展医疗监督渠道

移动健康管理基于移动设备，将健康服务和健康数据作为手段和基础，对健康问题进行

解决和改善的一种干预行为。代表之一为移动可穿戴设备，移动可穿戴设备能够直接整合到

配件或者衣服中，直接穿戴在身上，属于便携式设备。这种设备能够对人体运动中的血压、

心率还有运动前后的睡眠情况进行有效检测，针对相关数据可对运动强度进行把握，保持运

动健康，避免过度劳动[3]。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越发重视青少年体育，多种体育活动和体育赛事正在广泛进行，这

对学生身体健康起到提升作用，并对校园氛围有效活跃，但同时也导致运动风险发生率增加。

对运动风险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运动风险管理中医学优势显著，所以高校应通过医疗、体育

对运动风险进行管理。体医结合发展刚刚起步，尚不成熟，因此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难题。

如医学界和体育界没有足够的深度合作，懂体育又懂医学的专业性人才比较缺乏，缺乏足够

的高校专业性培养力度，缺少相关培训机构。基于此，需要对目前的校医务室、体育师资力

量等资源进行充分发挥，对医学和其他行业之间的合作力度进行加强，进行多领域的学习、

交流、合作，使体医融入到校园文化中，有效降低学生运动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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