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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中小学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从应试教育
逐渐向素质教育全面发展， 体育教育成为重要的教学任务之
一，在中考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且逐年有增加的趋势。 体育教
育不仅能促进身体素质的发展，而且能健全学生心理的健康。
同时， 竞技体育全民的健身意识， 从小就养成体育锻炼的习
惯。 在运动过程中，损伤在所难免，重要的是损伤会影响身体
健康，甚至会出现功能障碍，给学生留下负面的阴影。 因此，在
体育教学中要对运动损伤有充分的认识， 在一定程度上对运
动损伤具备急救操作能力， 对损伤的愈合和后期的康复功能
恢复起到重要的作用。 笔者对中学生体育常见的运动损伤及
急救措施进行了综述。

1.中学体育教学常见运动损伤
赵昌莉等人对南昌市五所中学近3000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分析［1］，结果显示：学生运动损伤发生率为58.2%，易发人群为
初中学生， 尤其初中一年级将占21.9%； 对运动项目分析发
现：篮 球、田 径 运 动 损 伤 发 生 率 最 高，其 次 是 足 球 和 排 球，而
羽 毛 球 和 乒 乓 球 发 生 率 最 低；从 损 伤 部 位 看，四 肢 占85.8%，
其中腕、指伤占29.3%，膝、踝关节韧带扭、占41%；对于初一学
生， 运动损伤主要发生在两个时间段， 分别为3-5月和10-12
月。 刘军对本校200名学生通过文献调查研究发现相似结果［2］，
校 园 运 动 损 伤 多 发 生 在 冬 季， 多 频 率 长 时 间 运 动 损 伤 几 率
大，损伤部位多发生在下肢，以球类运动损伤多见。 王国基等
人分析4年收治的235例大、中学生四肢急性运动损伤 ［3］，发现
75.3%为轻微皮肤和软组织挫、擦、裂伤，18.3%（43/235）遗 留
瘢痕；24.7%属于高能量损伤导致肌腱韧带和骨质、关节严重
损伤，5.1%（12/235）遗留活动功能障碍，认为缺乏安全保护意
识 是 导 致 损 伤 的 主 要 原 因，而 及 时、正 确 地 救 治 才 能 有 效 减
少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发生。 黄景华对390中学生进行一项对
比问卷调查显示 ［4］：大部分中 学 生 对 运 动 损 伤 急 救 知 识 学 习
非 常 感 兴 趣，但 是 在 体 育 教 学 中，老 师 忽 视 对 学 生 运 动 损 伤
急救操作能力的教学，只是在损伤发生后对个别学生进行指
导和帮助。 谢张爱针对体育课堂时间段对学生运动进行分析
［5］，把运动损伤分为准备、基本和结束 三 部 分，基 础 训 练 阶 段
损伤几率最大，主要是软组织拉伤，其次准备阶段，主要是韧
带柔韧性牵伸练习损伤，结束阶段损伤主要疲劳损伤或意外
受伤等。

2.加强中学生体育运动损伤急救方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体育教学中，教师比较注重运动损伤的预防，一旦学生

发生运动损伤，就束手无策。 发生校园体育活动损伤，同学和
教师是最早出现在现场的人，如果具备一定的救护常识，对于
轻度损伤可进行紧急处理， 较重损伤实施正确急救可防止二
次损伤，从而降低危重者的致残率，甚至死亡率。 因此，中小学
生和教师应该掌握急救知识和技术是必要的。 张燕翔等人对
初等教育学院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6］，结果显示：中小学教育
专业师范生对中小学生体育易出现的损伤及急救知识和技能
匮乏， 其中86.35%的师范生认为学生运动损伤急救处置是校
医、专业医生的职责，做到尽快通知家长或拨打“120”，对于重
症患者往往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 郑欣调查研究青少年运动

损伤的急救与护理 方 法 ［7］，采 用 随 机 数 字 表 法 将68例 青 少 年
运动损伤患者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4例， 给予观察组患者
实施急救护理，给予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性护理。 结果显示：
观察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为88.2%，对照组患者的67.7%相比
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由此可见，
急救与护理应用在青少年运动损伤中，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
挽救患者的生命，争取治疗时间，提高临床治疗效率，且安全
性较高。

3.常见运动损伤急救措施
急救的目的：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防止发生二度损伤和

减轻受伤者的痛苦及受伤程度。 首先做好运动前的急救准备，
当重大的运动损伤发生时要做好急救处理，再送医院治疗，可
能有人会说发生重大的运动损伤及时送医院治疗， 但有时运
动损伤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耽误一些时间， 这对损伤学生的伤
势是不利的。 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和在场学生要掌握运动损伤
方面的知识，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热爱学生的心，做到以下几个
方面：①询问患者损伤经过，疼痛感觉，肢体活动状况，以便确
定受伤性质，若学生昏迷时及时向周围人询问受伤经过。②观
察受伤学生的全身状况，了解生命体征，最后依据情况及时处
理。 ③依据学生损伤程度和现场急救设备做一些处理或送往
医院。

3.1急性开放性软组织损伤的处理方法
止血，清创，消毒，包扎。 注意：甲紫具有收缩作用，因此关

节部位不能用；红汞含有无机汞，口腔部不能用，不能与碘酒合
用。为防止留下有色疤痕，面部的擦伤不能用红汞和甲紫，应该
用新苯扎氯铵。如果创伤面较脏，伤口深且嵌有杂物，为防止感
染或形成“刺花”，应在用普鲁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后，用消毒毛
刷清除异物再行处理，必要时到医院注射破伤风抗毒素。

3.2急性软组织闭合性损伤的处理方法
软组织拉伤急救方法：拉伤较轻时，可用冷水渗透毛巾或

冰块直接在痛点上或放在水袋内冷敷，保持，每隔敷一次，重
复次，以使小血管收缩，减少局部充血、水肿，切忌搓揉热敷。
如果是肌肉大部分或全部断裂， 在加压包扎后应立即送医院
进行手术缝合。 肌肉痉挛的急救方法：用力牵拉痉挛的肌肉，
如小腿后肌群肌肉抽筋可伸直膝关节，勾起脚尖，双手用力牵
拉脚即可，或让别人推拉，也可以采用按摩、点穴、叩击等方法
进行肌肉痉挛的缓解。

3.3脱位的处理办法
让病人保持安静，不要活动。 急性腰扭伤，让患者仰卧在

垫得较厚的木床上，腰下垫枕头，冷敷后包扎，注意不能用冰
块接触皮肤。 踝关节、膝关节、腕关节扭伤时，将扭伤部位垫
高，先冷敷使局部血管收缩，减轻患处充血肿胀，尽快使血栓
堵住出血口；病患处可用弹性绷带或充气式固定器加以压迫，
防止进一步肿胀，同时将下肢抬高增加静脉血回流以防肿胀。
准备送医院的同时，可用大小相称的夹板固定伤肢，如果没有
夹板，可将伤肢固定在自己的躯干或健肢上。 肩关节脱臼，可
以把肘部弯成直角，再用毛巾把肘和前臂托起，挂在颈上。 肘
关节脱臼， 可用三角巾托起前臂挂在颈上，

浅析中学生体育运动损伤与现场急救

（1铜陵市第四中学，安徽 铜陵 244000；2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芜湖 241000）

鲍劲松1 左天香2

摘 要： 体育教学是中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素质教育实施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改革内容。 体育教学不仅能锻炼学
生的身体素质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品质，但是，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学生往往会出现一些运动损伤，而损伤的现场急救不仅影响患处
愈合还对后期功能的康复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就体育教学中学生的运动损伤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切实保证学生身心健康安全。

关键词： 中学体育教学 运动损伤 现场急救

（下转第 155 页）

○ 体育教学与研究

108



2016年第25期周刊

再加一条宽带缠过胸部， 在对侧胸前打结，
把脱位关节固定住。 髋关节脱臼，可以让患者躺在软软的卧具
上送院。

3.4骨折的处理办法
对于开放性骨折，先做无菌处理，用消毒的敷料或干净的

毛巾、手帕包扎。 止血后，再用木板固定，及时送医院处理。 对
于闭合性骨折的伤员，千万不要移动患肢，要用木板把患处包
扎、固定，及时送医院。 严重骨折发生后，要注意防止休克。 对
出血性休克应用指压法或止血带应急止血。 对损伤性休克应
让患者去枕平卧，保持温暖。 对呼吸困难者应解开其衣领或进
行人工呼吸，并及时送医院。

3.5其他损伤的急救
重力性休克赛跑后特别是中长跑后突然停止运动站立或

坐在地上，这时下肢毛细血管大量开放并充血，并且由于突然
停止运动，血流量减少，出现暂时性知觉丧失，叫重力性休克。
急救方法：程度较轻者立即平卧，头略低于心脏，下肢可适当
抬高，以使脑部供血增加，衣领和腰带较紧要松开，但要注意
保暖，用热毛巾擦脸，由足部向心脏回血血流方向做重推摩；
程 度 较 重 者 用 以 上 方 法 还 不 能 苏 醒 的 可 用 针 刺 或 手 指 捏 人
中、百会、涌泉、合谷等穴位，或给氨水闻嗅，若有呕吐则可将
头偏向一边，如呼吸停止必须进行人工呼吸，切莫围观，以使
空气流通，待神志清醒后可给热茶。 因饥饿休克者，可给热糖
水、巧克力、冰糖等，让学生休息。

运动性腹痛是激烈运动引起的一时性机能紊乱， 如胃肠
痉挛、肝脾区疼痛、腹直肌痉挛、慢性阑尾炎、溃疡病、盆腔炎或
肠寄生虫等。急救方法：发生腹痛时立即适当减低运动速度，调
整呼吸，用手按压痛部。 如果还不能减轻或使疼痛消失就应停
止运动，如疼痛加重者应送医院诊治。如果是胃肠痉挛，则可针
刺、手刺、手指点柔内关、足三里、大肠俞、阳陵泉、承山等穴。如
属腹直肌痉挛，则可做局部按摩和背伸动作，拉长腹部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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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和职业教育新理念,以就业为导向 ,以应用实践能力
的培养为核心。 按照上述人才的培养目标的定位，在课体系的
建 构 中 既 不 能 是 在 原 中 职 地 质 勘 查 专 业 课 程 基 础 上 增 加 而
成，又不能简单地以现有高职地质勘查专业的课程思路建构，
要 建 立 具 有 五 年 一 贯 制 自 身 教 育 教 学 特 征 的 新 颖 的 课 程 体
系。 为此，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整体建构。

（一）明确五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架构总体思路。
所 谓 五 年 一 贯 制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是 指 对 五 年 学 制 进 行 总

体设计，不再区分中职与高职。 采用“3.5+0.5+1”模式对五年
学制进行总体设计，即校内教育培 训 阶 段3.5年，校 内 综 合 实
训0.5年，校外顶岗实习1年。 充分发挥五年一贯制高职学制较
长 的 优 势，体 现 对 学 生 整 体 设 计、一 站 式 培 养 特 征 的 人 才 培
养模式。

（二）遵循地质认知规律，构建课程体系。
地 质 勘 查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构 建 的 原 则：（1）对 事 物 认 知 规

律，由易到难，由浅入深；（2）地质认知规律，由简单地质现象
认识到复杂地质现象认识， 由单一地质现象认识到综合地质
现象认识。

基 于 工 作 过 程 系 统 化 的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主 要 由 专 业 核 心
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构成， 从而形成了从基础能力培养、核
心 能 力 培 养，到 综 合 能 力 培 养 的 进 阶 式、模 块 化 课 程 体 系 构
架（图1）。

图1 地质勘查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构架

（三）实施“全程化”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是整个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与理论
教学相对应的教学过程，最能体现人才培养的应用型特色。 要
强化实践教学，加大实践课程比重，更好地发挥实践教学在专
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所谓“全程化”，就是将
地质勘查专业发展全程中所有实践教学课程与内容和环节作

为一个整体系统定位、统筹安排，贯穿于学生5个学年10个学
期的学习生活中。 全程化既是实践理念，实施策略，又是操作
模式。 一年级安排2周野外地质认识实习，让学生对本专业将
来的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工作性质有清醒认识，对地质工作
的艰辛有初步体验；二年级安排一次4周的野外区域地质调查
实训，三年级安排4周的矿区地质编录实训，四年级安排安排
为一个学期（0.5）地质调查与找矿综合实训，实训内容涵盖基
础地质技能、区域地质调查技能和矿产资源勘查技能。 地质调
查与找矿综合实训课程，向前对岗位实训项目进行整合，向后
为学生进入顶岗实习单位进行岗位职业素质与技能储备，从
而将校内职业教育培养与顶岗实习企业需要有机衔接。 上述
实训都是以真实的工作任务为载体， 以地矿行业标准为学习
成果的检验标准，完成具体的教学任务，让学生切身体会地质
工作的探索性和挑战性，激发学生对地质找矿的学习兴趣；五
年级安排40周（1）的顶岗实习，学生全部到地矿企业、矿山企
业等参与生产项目，提高职业综合技能，实现实践教学与岗位
工作“零”距离。

通过专业认知、课程教学、校内实训、校外实习等培养内
容与途径达到全程化实践教学的目标， 即在时间上要全程延
通，在空间上要全方位展开，在内容上要全面整合，使实践教
学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五年一贯制高职地质勘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在
我院刚刚起步，我们要在了解国内外学最新研究成果和先进
经 验 基 础 上， 对 五 年 一 贯 制 高 职 地 质 调 勘 查 专 业 的 培 养 目
标、课程体系、运作机制、考核标准等核心要素进行较全面的
研 究 分 析，并 从 实 践 角 度 对 这 些 问 题 作 进 一 步 探 索，努 力 形
成 具 有 行 业 特 色 多 元 化 的 五 年 一 贯 制 地 质 勘 查 专 业 人 才 培
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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