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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归责原则与防范措施研究

彭勃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我国目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在学校伤害事故中仍占比较高，为了学校体育工作正常开

展和防止体育伤害事件进一步增加，以现有法律法规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案例

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内涵进行了界定，对其归责原则与防范措施

等问题进行研究 。认为应坚持过错原则为核心归责原则，辅以公平责任原则与自甘风

险原则，以此构成“多元归责”原则。提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措施：加强体育

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建立健全体育保险制度，推进伤害处理程序的规范化进程，建立

学校体育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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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utation Principle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in School Sports 
Injury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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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 country’s current school sports injury accidents still account for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school 

injury accidents. In order to carry out school sports work normally and improv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goals, based 

on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use of literature data method,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law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school sports injury accidents, and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principles of liability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It is believed that our country should construct 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 imputation” with the 

principle of fault as the mainstay, and the principle of fair responsibility and self-contained risk as the supplement. 

Put forward measures to prevent school sports injury accidents: improve the sports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build 

a perfect sports insurance system,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of injury handling procedures, and establish a 

school sports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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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学校

体育伤害事故在学校伤害事故中占比最大，已经达到

60%，且有逐年升高之势［1］。所以体育安全在学校安全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育安全是评价学校办学质量的重

要因素，并且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高社会适应

能力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体育活动的特殊性，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时有发生，已成为各类学生伤害事故

中发生频率最高的一种。正确处理学校体育伤害问题的

关键是明确其归责原则和防范措施的法律问题，使此类

事故发生后有法可依。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典》）、《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简称《办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等以及多部地方法律法规对体育伤害问题进

行分析，界定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内涵，讨论了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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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学生的体质状况和运动能力等；教师因素包括教学

计划、教学策略、安全意识、体育管理能力以及责任心

等。（2）物的原因，包含体育场馆设施状况、运动环境

和运动使用的器材。体育场馆设施状况包括体育场馆器

材的质量、安装、设计、使用和维护等原因；运动环境

包括参加运动的天气状况以及外部是否具有干扰因素等；

运动使用的器材包括教师和学生使用的乒乓球拍、网球

拍等的质量。（3）社会原因，包括国家、社会和家庭三

方面的原因。国家原因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体育的重视程

度，可以从资金投入水平和人力调动两个方面来体现；

社会原因主要从媒体舆论导向、学生学习情况等方面体

现；家庭原因可以从家长受教育程度、运动技能的掌握、

运动参与观念以及饮食习惯等来体现。（4）管理原因，

包括人员和物的管理。对人的管理是指对教师、学生和

应急人员的培训管理；物的管理是指对体育器材的管理

包括体育器材的妥善保管和合理使用，体育场馆设施的

保障和安全维护。第五，综合原因，主要指各种原因的

综合作用。事故往往不是由一个简单的单一原因引起的，

而是由多个原因共同作用造成的，即危险原因，如人、物、

社会和管理原因，在同一时间点触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

的原因较为复杂。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一些典型案例

往往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学校体育伤害

事故的防范需要制定多种方案。

3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及适用
有学者认为我国归责原则采用的是“多元”归责原

则体系，在当前法律法规中对学校体育伤害责任归属的

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过错推定、公平责任、无过错责

任和多元归责五种［5］，其中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过错责

任原则的特殊形式。无过错原则通常不被学校体育伤害

事故案例中采用［6］。已经生效实施的《民法典》，在“侵

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甘风险原则对学校体

育伤害事故的判决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由此需要着重

讨论过错责任、自甘风险、公平责任和多元归责四种归

责原则。

3.1  过错责任原则及适用

在过错原则的适用中，甄别行为人有无过错是最主

要的责任判定要素。有过错就需要担责，无过错则无须

担责。《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体育伤害事故都可用过错

责任原则作为依据，除非有特殊的法律规定。适用过错

原则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并包括以下要件件：

生的原因，分析了其在法理上的归责原则，提出了关于

伤害事故的防范措施。进一步解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

归责与防范问题，对构建和谐校园、健康校园、活力校

园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内涵的界定
了解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内涵对提出具体的防范措

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案例分析，认为

伤害事故应定义为人身伤害（身体伤害）或精神伤害事

故。人身伤害可以理解为身体创伤，这是特定的；精神

损害是指受害人在思想和情感上受到伤害，并对日常生

活产生影响。伤害是抽象的，如情绪上的悲伤、焦虑等。

基于伤害的定义，并参考《民法典》《办法》等法律法规，

我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可以定义为：在校内、校外指

定体育场地组织的体育课堂教学、体育竞赛、体育训练

和自发组织的体育活动，因学校、学生或第三方的过错

行为或意外情况导致的事故。并且要分辨因其受伤的程

度，可以参考《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的相关标准作

为依据，或者从法院、医院、教育部门等部门中特定选

取组成用来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件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出

具的伤害证明［2］，来判定学校体育伤害具体达到哪种程

度，具体可以划分为轻微伤、轻伤和重伤。但是，在以

上体育活动参与过程中，如若出现常见的皮外伤，比如

擦伤、扭伤等轻微伤情况应该看作正常损伤，其显然不

被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所包括。

2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
运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同的运动危险系

数不同，在一些运动里想要不受伤就完全学会，几乎是

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运动就是一个通过身体实际操作来

实现的过程，想要通过运动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就必

须让学生在经理生理和心理刺激来完成。学校体育伤害

事故的发生大多数不是以单个原因造成，常常伴随着多

种复杂原因，们可以对伤害事故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从而得出造成体育伤害的重要原因，以便于制定出相关

条例尽可能地保证学生在校的体育安全权益。如果将学

校体育伤害发生类型进行划分，它可以被划分为在学校

因体育教学和竞赛活动而发生的伤害事故、在课余因学

校部门对体育管理不力而造成的伤害、因教师原因造成

的伤害事故以及不可抗力情况导致的伤害事故五种种类

型［2］。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因素的构成来分析，可具体

分为人的原因、物的原因、社会原因、管理原因和综合

原因五类［4］。（1）人的原因，包含学生的因素和教师

的原因。学生因素包括对体育参与安全的意识与防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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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这里的侵权行为可分为作为

侵权和不作为侵权。多数情况下行为人承担责任都是因

为其行为损害了他人权益。（2）行为人具有过错。案件

的核心就是分析行为人的过错所在。（3）受害人的民事

权益受到侵犯。其中包括非财产损害（身体损害和心理

损害）或财产损害。（4）有因果关系。被害人受到的损

害与行为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具体因果关系需要根据

情况确定。过错责任原则被认为是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法

律归责的最重要原则，其归责原则是根据学校是否有过

错来确定责任。如“（2021）鲁08民终1674号”案例中，

未成年人庞某在体育课足球运动中摔伤导致右肱骨髁上

骨折并手术治疗累及骨骺，经鉴定庞某已达到十级伤残

标准。经过法院的调查认为：庞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在校时，学校有职责对其进行教育和管理，要判

定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应当根据其是否对庞某尽到

了教育、管理职责进行判断，并且学校要承担相应的举

证责任，如果不能，就应当承受对学校不利的判决后果。

最终学校因存在失职承担了 80% 责任。

3.2  公平责任原则及适用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可以理解

为双方在事故中都无过错行为时，方可以根据相关法律

的规定对所受到损失合理分担。公平责任原则想要解决

的不是划分责任问题，而是损失分担的问题［7］。在均无

过错时，根据传统价值理念—“公平”，并由法院对双

方财产等方面进行衡量后，给予损害较多的一方补偿。

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有三个条件：（1）各方均无过错；	

（2）损害程度较大；（3）责任需要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通过分析事故的发生的原因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公平地分担损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纠纷的方法，但不

可滥用。在学校体育伤害案件中适用公平责任时，不是

认为学校有太大的责任而赔偿，而是作为学校体育伤害

事故中的主体对于学生这一弱势主体进行补偿，带有补

偿的性质。如“（2019）云 0424 民初 757 号”案件，学

校组织球队参加赛前训练，指定体育教师周某负责，在

训练期间，周某安排队员课间休息，随后到办公室喝水。

期间，队员尤某等人与校外到球场踢球的孙某 1、李某 1

一起踢球，踢球过程中，孙某 1 被尤某踢出的球击伤脸

部，致右眼不适，经鉴定右眼钝挫伤为十级伤残。法院

认为此案中各方均无过错，酌定孙某 1、尤某、学校按

60%、30%、10% 分担责任，体现了学校作为主体对案件

中受伤学生的补偿。

3.3  自甘风险原则及适用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新增的自甘风险条

款，最早出现在英美国家，主要是用于体育比赛类案件，

后被引用进国内，同时此条款也是违法阻却事由之一。

自甘风险原则是指：“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自甘风险原则的确立，对学校的意义在于为

了维护学校及其相关教育机构的权利，避免承担过多、

过重的责任，影响体育活动的开展，进而使学生、学校、

社会产生连锁不良反应。同时，《民法典》将其进行了限制，

要求其范围是在文体活动内，就是为了避免其被用于其

他案件，但是作为组织活动的负责人仍然需要保障其活

动的安全性，以此来对相关机构进行责任分界。

但学界对于自甘风险原则的适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参加学校体育不适用自甘冒

险规则，理由是未成年人对风险认知能力不足，在运动

中自保能力也较弱［8］，在这种前提下参加体育运动并非

“自愿”，而掺加了“强迫”的意愿。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关于未成年人参与体育能否适用自甘冒险不宜“一

刀切”，而应由法官考虑未成年人的认识能力谨慎进行

个案处理［9］。主要的理由是“一刀切”排除未成年人适

用自甘冒险与《民法典》的立法初衷有抵触，也不利于

青少年体育发展。在具体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已经许

多用自甘风险原则作为判定依据，如“（2021）津 01 民

终 2463 号”案例，崔某 1 与刘某 1 在校期间，在学校的

组织下参加体育活动，在打篮球过程中崔某 1 左肱骨髁

上骨折。法院认为：崔某 1 作为初中学生，应当能够预

见体育活动具有高度危险性，况且篮球作为世界三大球

之一，具有竞技性和对抗性，因此有危险性因素是被允

许的。因此崔某1参加打篮球活动即自愿承担危险规则，

本身应对运动风险尽到注意义务，所以承担主要责任。

3.4  “多元归责原则”及适用

以笔者的理解“多元归责”原则是指坚持以过错责

任原则为核心，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补充，确立学校体育

伤害事故发生的特殊情况下，自甘风险原则对自愿行为

自担，公平责任原则的侵害责任分担的归责体系。以此

对责任类型进行完善，使学校担责范围更清晰，让归责

体系更完整［10］。我国学者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归责原

则的看法尚不统一，有认为将单一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

则的一元论，有认为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结合的双

元论，还有认为将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

则结合的三元论［11］。《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

中国在民事立法发方面依据走出了探索阶段，正准备形

成具有可操作性、系统性法律规范，相较于已经作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民法

典的条例更为前沿，为司法判决提供了更多的法律依据。

如“（2021）黔0322民初3479号”案例，发生时在课间，

为同班同学的赵某 1 与李某在乒乓球场地活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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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走到 A 桌赵某 1 左侧身旁时，正好赵某 1 挥起拍子

打球，球拍便碰到了李某的牙齿，导致李某受伤牙齿掉落。

随后李某被送往当地医院医治，并且李某牙损伤需后续

治疗费用约39100元。在本案中法院采用到了《民法典》

中的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条、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和第

一千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等，酌情判定由李某承担 70% 的

费用，其余的费用由赵某 1 承担。此案例很好地体现了

以过错原则为主的“多元归责原则”，在我国在学校体

育伤害事故中的适用。

4  我国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措施
4.1  加强体育相关法律法规立法

频繁发生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使得学生、学校以及

社会都对体育运动产生了惧怕的心理，改变这一现状的

重要条件是让伤害事故产生后有“有法可依，有规可靠”。

然而针对学校体育伤害的法律有所欠缺，体育相关法律

没有具体界定，地方法规各不相同，导致了在实践操作

中对与责任的划分模糊，使得“依法治体”亦未完全实

现。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属于民事案件，在事故发生后可

以用《民法典》作为判定的依据，但“学校”与“体育”

将此类案件与一般侵权案件分离开来，有其自身特殊性。

“学校”代表着受害人有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

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意味着需要《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

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相关条例作为参考来判定。“体育”

可以理解为身体活动和思想教育，所以此类案例关系到

《体育法》和《教育法》，然而在 1995 年颁布的《体育

法》没有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做出处理意见，并且至今

没有作为司法案例判定的依据。因此笔者认为想要构建

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来治理体育伤害事故，仅仅依靠《民

法典》显然是有缺陷的，只有通过相关立法机构对体育

伤害事故问题进行规定，才能让法律法规处理体育伤害

事故案件具有操作性。

4.2  构建完善的体育保险体系

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对于学校体育保险仍然没有针

对性较强的保险相关规定，这势必会影响到了学校体育

的发展［12］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制度相对

落后，险费高、灵活性差、类型少等缺点依旧明显［13］。

目前，我国学生参加课内外的体育活动越来越多，除了

三大球之外，现在出现的在以前看来的小众项目也逐渐

增多，比如羽毛球、网球、轮滑和攀岩等，各个项目的

特点突出。因此对我国学校体育保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可根据不同类别的体育项目单独进行险种设立，以

此来满足学生、教师以及学校的需要。2002年颁布的《学

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提到，提倡学生

自愿参加意外保险，这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

为的是防止对于参加保险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所以

需要学生投保自愿。现在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对于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保险一定是利大于弊。所以有

必要通过多种渠道对于体育保险进行宣传，在学校可以

通过班级会议、学校大会进行体育保险的优点进行宣导，

在社会上可以通过新媒体进行宣导，比如微博、抖音等

大流量平台。以此来带动保险产业的发展，并反作用于

学校体育保险。因而，需要国家立法机构对学校体育参

与涉及的相关保险进行立法，比如对高风险体育活动项

目成立强制险和附加险是当前学校体育保险改革的重点。

4.3  推进伤害处理程序的规范化进程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需要合理的方法指导。建

立一套快速反应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处理机制，可以有

效避免体育伤害后果的扩大，保护各方权益。主要包括：

（1）学校应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及时对受伤学生进

行救助，了解事故原因；（2）学校应及时与学生监护人

沟通伤害情况，并积极配合监护人；（3）立即制定具体

的预防措施或暂停活动；（4）学校应当按照上级部门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上级领导报告运动伤害；	

（5）保险公司介入，学校应在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告，

为事故索赔的解决做好准备；（6）事故处理结束后，将

伤害处理结果报告主管部门；（7）召开会议，对各个处

理流程进行评价，总结经验，为以后发生类似事件提供

经验参考。

4.4  建立学校体育安全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的学校体育项目包含的种类较多，学校体

育教学还在纳入一些新的体育项目，例如跆拳道、散打

和定向越野等，以此来丰富学生的运动技能，增加学生

的运动兴趣，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在“双减政策”背景

下，学生减轻了学业上的压力，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校

内、外体育活动，同时也增加了体育伤害发生的可能性。

在体育教学活动中体育教师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有义务

和责任使学生避免发生伤害事故。建立体育活动安全管

理制度，是体育活动日益多样化的要求，也是规范学校

和学生行为的需要。研究发现，学校、教师和学生在学

校体育风险评价指标中分别占前三位［14］，因此需要对

分别做出要求以构建学校体育安全管理体系。

在要求学校方面：（1）对教师及员工进行安全培训，

提高安全意识。（2）学校之间开展体育安全交流会，促

进体育教师与校园安保人员沟通学习。（3）设立体育

安全奖惩机制，鼓励教师主动干预学校体育安全事故。	

（4）设立体育教师课堂安全规范。在要求体育教师方面：

（1）对教学活动要充满责任感，在备课时就做好充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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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对容易发生的安全问题，制定预防措施，防范于未然。

（2）在班级中加强纪律教育，要求学生有秩序地参加体

育活动。（3）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对过往案例进行分

析讲解。（4）将伤害事故进行等级并分析原因，形成案

例库。（5）按照相应的课程标准教学。在要求学生方面：

（1）学生在进行体育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教师的要求。

（2）体育活动中如果出现特殊情况，必须及时向教师报

告。（3）对于体育器材的使用需要经过教师同意。

同时，在教学中引入风险管理体制，例如形成“体

育教师—班主任—年纪领导—校领导”的责任体制，便

于学校垂直化管理，有利于主动管理体育伤害事故，减

少体育教学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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