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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分析國民小學體育組長對於體育活動的風險評估及風險對策的認知，分析國民小學體育活動風險管理的現

況。以彰化縣175所國民小學的體育組長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方式進行普測，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風險

評估象限圖；此外，並將訪談五位體育組長的內容整理歸納。主要結果如下：(一)、體育組長對於體育活動風險意外的發

生機率及嚴重程度之認知，均以「學生」因素最高，分別為跌倒擦傷、手腳扭傷以及骨折、昏迷、先天性疾病發作。(二)

、風險程度與機率之象限圖，顯示「高機率、高程度」之風險包括骨折、未檢查器材安全性、場地不良、烈日下昏倒及非

專業指導。 (三) 經由風險評估象限圖所整理出的風險對策，承擔風險主要以立即使用傷害醫療用品、至健康中心或是鄰近

醫院接受治療居多；規避風險多為禁止、避免學生進行高風險的體育活動或是使用高危險性的場地設施器材，以及調整教

學活動的內容；轉移風險則為幫學生投保平安保險、運動意外傷害保險及簽立家長同意書；而這些策略都需搭配降低風險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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