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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生命安全教育》编者提出，高校体育教育课堂的创新改
革应当以安全教育为前提。全书共 7 章，分为实践篇和知识篇。第 1
－4 章为实践篇。第 1 章以生命安全教育为教学理念，结合生命安全
教育的体育课实际案例，讲解体育课程实施模式、安全与防卫课程模
式。第 2－4 章以训练实际安全能力为主，阐述基本生存技能、正当防
卫技能、野外生存技能、避险应急技能等知识，既有防卫原则、野外生
存和自我救护、实用知识与技能的理论阐释，也有对应技能的练习方
法。第 5－7 章为知识篇。第 5 章概括介绍应急与避险知识，分析突
发自然灾害和人为意外伤害的应急措施。第 6 章从常见灾害入手，
论述防止冲突的办法、面对暴力事件应当具有的安全智慧。第 7 章
重点讲解意外伤害的急救方法与知识，既涉及现场救护和心肺复苏
的基础知识，也论述了运动损伤的应急处理方法。

该书编者指出，保护生命安全是体育教学最为重要的内容。正
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规定，“安全教育、生命教
育”是体育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这意味着安全教育已经成为我国
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因此，高校必须结合学生的安全需求、国
家的安全需求和社会的发展形势在体育教育课堂开展安全教育课。

首先，该书编者认为，生命安全前提下的体育教学创新应当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大学生重视生命安全，自觉将生命安全放在体
育训练之上。

大学体育教育固然应当重视学生的体育素养，但更应当重视学
生的生命安全教育，体育教学应当以学生的生命安全为前提，培养大
学生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与安全事故的应急能力。作为一项复杂的综
合性教育工程，高校体育教学在传授相应体育知识，训练学生体育技
巧，提高学生体育能力的同时，还应将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人格、树立学生的安全意识作为体育教学的重要内
容。调查显示，高校大学生大多具有较强的好奇心、活跃的思维方式、强大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因此，高校体育
教学应当做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以引导为主，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给学生自由发挥和创造的天空，让学
生思考总结体育课堂生命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觉将生命安全放在体育训练之上。让他们明白，学习、生
活和未来工作当中随时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他们应当而且必须加强自身训练，从而保障发生突发事件和意外
灾害时可以临危不乱，及时应对。

其次，该书编者指出，生命安全前提下的体育教育应当打破传统教育理念，与时俱进，做到“以人为本”。
体育教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应当做到与时俱进，而转变教育理念是生命安全前提下体育教学创新的重要一

环。新时期我国高校体育改革和创新一方面要坚守“安全教育”这一前提，一方面要坚守“以人为本”的教育理
念，从而使学生获得健康体魄的同时，完善自我、提高素质、塑造灵魂。此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倡导在教
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做到爱学生、鼓励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凸显教学的
意义，培养合格的体育人才，推进体育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再次，该书编者创新了体育教学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该书编者提出，要对传统的体育教学理论体系进行大胆创新改革，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将生命安全

知识、应急自救技能、正当遇合理防卫等安全教育内容与高校体育教育紧密结合，在大学体育教育中开设大学
生安全教育的特色课程，为高校体育教育提供了新理论。

综上，在安全前提下，大学体育教育应当整合传统的教学方法，对其进行创新、优化，充分利用“成功教学
法”，根据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降低训练难度，调整训练标准，以“因材施教”为原则，让学生充分体会到
体育锻炼中成功的喜悦，提高学习兴趣。大学体育教育应当优化体育课程的设置，有效解决当下体育课程结构
单一、内容陈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提高体育课程设置的系统性、趣味性、可操作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学生的自
主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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