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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校园安全与每个师生、 家长和社会有着切身的关系。 从

广义上讲， 校园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在校期间， 由于某些偶然

突发因素而导致的人为伤害事件。 就其特点而言， 责任人一

般是因为疏忽大意或过失失职造成的， 而不是因为故意而导

致事故发生的。

校园安全工作是全社会安全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

部分， 它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学生能否安全、 健康地成长， 关

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稳定。 中小学生作为

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的健康成长涉及千家万户， 保护中小

学生的安全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在我国， 青少年学生的意外伤害多数发生在学校和上学

途中， 而在不同年龄的青少年中， 又以 １５ ～ １９ 岁意外伤害的

死亡率最高。 据有关部门对中小学生安全问题的调查表明：

中小学生中 ５２ ８％的认为比较安全， １２ ５％的认为自己不是

很安全， 还有 ３４ ７％的认为自己的安全状况 “一般”。 在调查

是什么因素对中小学生安全影响最大时： 有 ４７ ２％的认为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影响最大， 再依次是 “学校周边的不

良环境” 占 １９ ４％、 “交通安全” 占 １５ ３％、 “交友的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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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６ ９％， “上经营性网吧” 占 ２ ８％， “其它” 占 ８ ４％。 近

年来， 有关校园暴力和暴力伤害事故更是频繁发生， 严重损

害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影响了校园良好的教学环

境。 在新的形势下， 给校园安全管理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广泛重视。

可见， 加强和保护中小学生的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

是必须要做到广泛宣传， 让全社会都来保护中小学生安全和

关心青少年犯罪问题， 特别是学校要担负起重要责任； 二是

孩子父母要正确关心、 引导、 管好孩子， 要教育孩子随时注

意自身安全； 三是中小学生要加强安全知识的学习， 做到有

备无患， 增强人身预防和安全保护意识。

校园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保护好

每一个孩子， 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意外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

已成为中小学教育和管理的重要内容。

为此， 我们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特别编辑了这套 “学

校安全管理规范与安全活动策划” 图书， 主要包括交通安全、

用电安全、 防火安全、 运动安全、 网络安全、 灾害危险自救、

防骗防盗防暴与防身自卫、 预防黄赌毒侵害、 饮食卫生与疾

病预防、 和谐相处与遵纪守法等内容， 图文并茂， 生动有趣，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 是各级学校用以指导广大中小

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的良好读本， 也是各级图书馆收藏的

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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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运动锻炼主要项目



田径类基本常识

田径运动具有竞技体育的特点， 无论是短距离径赛， 还

是中长距离走、 跑项目， 也无论是跳跃， 还是投掷项目， 都

要求运动员能够发挥最好的体能和最大的意志力。 田径比赛

实际上是 “强度” 比赛。 创造一项优异的田径成绩， 反映着

运动员的身体训练、 战术训练的综合效果。

短跑

短距离跑指 ４００ 米以下的短跑。 比赛项目有：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米跑。 短跑对内脏、 神经和肌肉系统都有很大锻炼

作用， 对发展速度、 力量、 灵巧等素质效果明显， 是田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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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基本项目。 短跑在其他运动项目的训练中也占有重要地

位。 古代奥运会已有短跑比赛， 是历届奥运会竞争激烈的项

目之一。

竞走

竞走是发展耐力的田径运动项目之一， 其特点是两脚交

替走步， 步幅大， 步频高， 受一定规则的限制。 １９０８ 年第 ４
届奥运会首次举行 ３５００ 米和 １０ 英里竞走比赛。 ７０ 年代以来，
女子竞走运动有很大发展。 经常练习竞走可以增强两腿、 肩

背、 腰部肌肉力量， 提高呼吸系统及心血管系统机能。 对改

善神经系统活动能力， 促进机体代谢有良好作用。 竞走还可

以培养刻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是男女老少四季

皆宜的户外运动。

跳高

又称急行跳高， 田径运动跳跃项目之一。 它是由助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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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脚起跳、 越过横竿与落地等动作组成。 跳高作为比赛项目

始于爱尔兰和苏格兰。 １８００ 年跳高列为苏格兰运动会的比赛

项目之一。 从事跳高运动能增强腿部力量， 提高弹跳能力，
发展灵巧和协调性， 还能培养勇敢、 坚定、 沉着、 果断的

品质。

跳远

又称急行跳远， 是在助跑道上沿直线助跑， 在跑进中用

单脚起跳腾空， 最后双脚落入沙坑的田径运动项目。 在古代

奥运会中即作为比赛项目之一。 １９４８ 年伦敦举行的第 １４ 届奥

运会， 女子跳远才列为比赛项目。

推铅球

田径运动项目之一。 规则规定在直径 ２ １３５ 米的圆圈内，
用单手将铅球由肩上推

出， 铅球必须落在 ４０ 度

角的扇形区内。 推铅球

的远度是由铅球的出手

初速度、 出手角度和出

手高度三个因素决定的。
第 １ 届奥运会把推铅球

列为比赛项目， 铅球重

量 为 １６ 磅 （ 相 当 于

７ ２５７ 公斤）。 第 １４ 届

奥运会增设了女子铅球比赛， 铅球重量为 ４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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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类基本常识

一、 篮球

用球向悬在高处的目标进行投准比赛的球类运动。 最初

是用装水果的篮筐作投掷目标， 所以叫 “篮球”， 是 １８９１ 年

美国体育教师奈史密斯博士所创造的。 １９０４ 年第 ３ 届奥运会

第一次举行了篮球表演赛。 １９０８ 年美国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篮

球规则， 用多种文字出版， 向全世界发行。 篮球运动逐渐成

为世界性运动项目。 １９３２ 年国际业余篮球联合会成立。 １９３６

年第 １１ 奥运会后将篮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并统一了世界篮

球竞赛规则。

国际上重大篮球竞赛除奥

运会篮球赛、 世界蓝球锦标赛

以外， 还有传统的欧洲、 亚

洲、 南美洲、 中美洲， 泛美运

动会等地域性的篮球赛及世界

大学生、 中学生运动会篮球

赛， 世界军队和世界俱乐部篮

球锦标赛。

水平最高的是美国、 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家。 篮球运动

能促使力量、 速度、 耐力、 灵活性等身体素质全面发展， 提

５



高内脏器官、 感觉器官和神经中枢的功能， 培养勇敢机智，

集体主义和组织纪律性。

二、 排球

两队对抗， 每队 ６ 人分两排站位， 以中间球网为界， 用

手击球过网以决胜负的一项球类运动， 排球运动始于 １９ 世纪

末， 是 １８９５ 年美国一体育指导员摩根所创造。 他在室内挂起

约 ２ 米高的球网， 以篮球胆为球， 同别人一起用手将球在网

上拍来拍去， 不使落地。

以后又把篮球胆改为排球。 这种球是在空中打来打去，

所以叫 ｖｏｌｌｅｙｂａｌｌ， 就是空中击球的意思。 １９４７ 年国际排球联

合会在法国巴黎成立。 １９４９ 年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杯男子排球

锦标赛。 １９５２ 年举行了第 １ 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 １９６４ 年

奥运会把排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１９６５ 年和 １９７３ 年分别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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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 １ 届世界杯男、 女排球锦标赛。 １９７７ 年又举行了第 １ 届

世界青年男女排球锦标赛。

以上这些比赛都是每 ４ 年举行 １ 次。 排球运动能促进人

体各器官系统的正常发育， 使身体得到均衡发展， 使人动作

灵活， 反应迅速， 增长弹跳力， 能培养勇敢、 坚毅、 机智、

果断和集体主义等优良品质。

２０ 世纪初， 排球传入中国。 １９１１ 年上海举行了第 １ 届排

球表演赛。 １９１３ 年参加了第 １ 届远东运动会排球比赛。 １９１４

年旧中国第二届全运会把男子排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１９２４

年的全运会又把女子排球列为表演项目， １９３０ 年才列为正式

比赛项目。 中国男子排球队曾获得 ５ 次远东运动会冠军。 新

中国成立后， １９５４ 年国际排球联合会接纳中国排球协会为正

式会员。 １９５６ 年中国男女排球队首次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世界

排球锦标赛， 女队获第 ６ 名， 男队获得第 ９ 名。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中国男女排球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和南朝鲜

队， 第 １ 次获得亚洲锦标赛冠军。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在日本举行的

第 ３ 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中， 中国女排 ７ 战 ７ 胜获得冠军。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第 ９ 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和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 ２３ 届奥运会中国女排又

登冠军宝座。 至今， 中国女排已获得 “五连冠’， 为祖国争得

了巨大荣誉。

三、 足球

以脚为主支配球的一项球类运动。 现代足球运动是世界

上开展最广泛、 影响最大的运动项目， 被称为 “世界第一运

７



动”。 公元 １０ 世纪以后， 法国、 意大利、 英国等国有了足球

游戏， 到 １５ 世纪末叫做 “足球”， 后来逐渐发展成现代足球

运动。 １８６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伦敦成立了世界第 １ 个足球组织

“英国足球协会”， 统一了规则。 人们把这一天当作现代足球

的诞生日。

１９０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法国、 比利时、 西班牙、 荷兰、 丹

麦、 瑞典、 瑞士等 ７ 个国家的足球协会在巴黎召开代表会议，

成立了国际足球联合会。 从此， 现代足球运动在世界发展越

来越迅速， １８９６ 年第 １ 届奥运会足球是表演赛项目， 第 ２ 届

奥运会起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规定只允许业余足球运动员参

加。 第 ９ 届奥运会后， 国际足球联合会决定， 自 １９３０ 年起每

４ 年举行 １ 届世界杯足球比赛。 目前， 世界足球运动水平最高

的国家都集中在欧洲、 南美地区， 其中巴西最享盛誉， ３ 次

获得世界杯冠军。

足球运动能有效地提高力量、 速度、 灵敏、 耐力等身体

素质， 增强中枢神经系统、 心血管系统、 呼吸系统等内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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