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教育为的班会教案 安全教育班会教案
(模板6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安全教育为的班会教案篇一

1、用电安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
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



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1、游泳需要经过体格检查。

2、要慎重选择游泳场所。

3、下水前要做准备运动。

4、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5、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6、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
来相助。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
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儿
童不准骑自行车上街。

交通安全：全国平均每天发生交通事故1600起,死亡257人,受
伤 1147人,直接经济损失731万。真是令人痛心。针对我校位
于市繁华地段，存在着交通隐患。提醒学生们要特别注意交
通安全，上放学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时要提高警
惕，注意来往的车辆。及时消除交通隐患。



防火：学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防火是学校安全的重要问题，
学生宿舍是学校放火重点。1)禁止在校园、宿舍内吸烟、点
蜡烛。2)是禁止使用电炉、电褥等电器。2)定期检查防火设
施发现损坏应立即修复。希望大家能齐抓共管。共同参与到
校园安全防范的活动中来。

防盗：保管好个人财务。在上机、下课期间要锁好门窗。住
宿人员要遵守宿舍条例，禁止到他人宿舍乱串，坚决杜绝外
来陌生人员进入宿舍。在外乘车或外出期间要看管好自己的
钱财，对可疑人员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意识，发现盗窃事
件即时报警。

食品卫生安全：住校人员一律在校内就餐，外出购物时一定
要检查购买食品是否存有质量问题，对来路不明有卫生问题
的食品不要购买，发现有质量问题的食品要及时上报，饮食
后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体育运动安全：在体育运动中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听从体
育教师的安排和调度，不可私自活动或打闹。老师讲解动作
要领时要认真听讲，在做有一定难度的动作时要学会自我保
护，加强保护意识。在做器械运动时要检查好器械是否存有
安全隐患问题。

1、 要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报警时要向消防部门讲清着火的
地点，还要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怎么样。

2、 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法
离开火场。

3、 逃生时，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
湿衣物包裹身体。

小学生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教案设计篇三：



对学生进行用电、防火、防盗等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使学生学会一些自救的方法，让学生在遇到危险时能采取一
定的措施，保护自己。

《安全教育读本》

安全教育为的班会教案篇二

学习一些用电、防火的安全常识，杜绝安全隐患

1、通过学习，让学生充分了解家居生活中的用电、用火安全，
增强安全观念。

2、培养学生自护、自救的能力，健康成长。

树立自护、自救的观念，培养自护、自救的能力。

一、谈话导入。

说到安全，大家都能说出许多应该注意的内容来。要是把安
全和家联系起来，恐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家是港湾，我们
在家受到爸爸、妈妈的关心、爱护。家里应该是不存在什么
危险的了。其实呀，在家庭生活中仍然有着许许多多的意外，
同学们应该加以注意，尤其是在用电方面要小心对待。

二、揭题。

1、板书课题。

2、全班齐读课题。

三、用电常识。

1、观看情景剧



(一)

2、讨论、交流，了解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切断电源。 (2)
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正在工作的电器。 (3)电
器使用完毕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

3、观看情景剧

4、联系生活谈谈用电安全。

(二)

(1)电视机只用遥控器关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此时的电视机仍
然处于待机状态，应该亲手关闭电视机的电源开关并拔掉插
头。

(2)冬天，电暖器用完后，一定要把插头拔下，不要让它处于
保温状态而不去管它。 (3)雷电天气时，要关闭正在使用的
电器，特别是电视机、电脑。

(4)使用电器的过程中，如果看到有冒烟、冒火花的现象或者
闻到焦味，都应该马上关闭电源开关，停止使用，并请专业
的维修人员检查。

1、课件展示各种因用电引起的火灾图片。

2、学习自救知识。

(1)发现有人触电的时候，不要用手接触对方，可以想办法关
闭电源。

(2)拨打报警电话119。



(3)火灾逃生的方法。

1、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
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来处
理。

2、不能随意倾倒液化气残液，因为液化气残液，一旦遇到明
火，将会发生一连串的燃烧爆炸。所以，应将液化气残液交
由充装单位统一回收，不得自行处理。

3、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平时要把打火机等
火种放在孩子不易拿到的地方，不准小孩开启煤气、液化气
开关;不能让小孩在有可燃物的地方放烟花爆竹。

4、全国平均每年要发生14起因吸烟而引起的火灾，占生活用
火引起火灾的首位。生活中不要乱丢烟头;不能躺在床上吸烟，
严禁在易燃易爆场所吸烟。

5、家用电器或线路着火，要先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气体灭
火器灭火，不可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电器爆炸伤人。

6、如果油锅着火，千万不能用水灭火，应立即关闭炉灶燃气
阀门，直接盖上锅盖或用湿麻布覆盖，令火窒息。还可向锅
炉内放入切好的蔬菜冷却灭火。

7、如果发现火灾，应迅速拔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时要讲清
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及
电话号码，并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

8、家中发生火灾，不要惊慌失措，如果火势不大，应迅速利
用家中备有的简易灭火器材，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扑救火灾。

9、当室外着火，门已发烫时，千万不要开门，以防大火蹿入
室内，要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堵塞门缝，并泼水降温。



10、如果所有逃生路线被大火封锁，要立即退回室内，用打
手电筒、挥舞衣物、呼叫等方式向窗外发送求救信号，等待
救援。

引导学生归纳，同时板书：居家安全，注意用电。火已燃起，
切勿乱闯。临危不乱，记住出口。拨打119，等待救援。跳楼
有术，虽损求生。

安全教育为的班会教案篇三

“安全第一”、“安全无小事”，暑假将至，为了使学生能
过上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围绕“道路交通安全”、“家
庭防火”、“外出旅游”、“游泳安全”、“饮食卫生”等
夏季易发的安全问题对学生进行放假前的安全教育，提高学
生的安全意识，使学生学会一些自救的方法，让学生在遇到
危险时能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自己。真正把安全教育落到
实处。

学习防火、防触电、防溺水等安全常识，培养有关防范能力。

一、导入：1、同学们，你们好!我们是21世纪的主人，是祖
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充满生机的新一代。我们在祖国
温暖的阳光下长大，在老师的悉心哺育下一天天成熟。我们
是肩负重任、跨世纪的一代，所以要“时时处处注意自身的
安全”，健康、快乐、茁壮地成长。可是，每逢假期，我们
却总会听到一些小学生遭遇无端横祸的噩耗;看到一些触目惊
心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发生。2、老师小结：是啊!这多危险啊!
交通安全，我们可得随时注意。

1、学生说说家里有哪些电器?(引起学生兴趣，因他们较熟识。
)

2、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及时教育：现代家庭，随着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家庭中的电器也越来越多，给我们学习、生活带



来了好多方便及乐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一定的用电
知识，不注意用电安全，就会很危险。所以，我们不要出于
好奇，自行拆卸、维修电器，不要私自拉或乱接电线和随意
拆装电器。使用和操作电器要注意不能湿水，一旦电器出现
故障，应立即切断电源。

1、提出问题讨论：如果你发生火灾或看到邻居有火灾怎么
做?(学生各自发表意见，说做法，对正确的肯定。)

2、根据讨论，结合《安全教育读本》向学生补充一些防火知
识。

回忆以前因游泳、钓鱼、玩水等引发的溺水事故，为学生再
次敲响警钟;结合我们落陵附近村落众多有水的地理情况，要
求学生不能私自到河边、鱼池等地方去游泳或摸鱼等。

(五)食品卫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饮食，可你知道吗?
良好的饮食习惯，合理的、营养平衡的膳食，正确的饮食卫
生习惯，有效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保
证。

1、一日三餐，不可偏废，要合理搭配饮食，各类事物都要吃，
不能偏食、挑食。2、早餐要吃饱吃好，要多吃鸡蛋、牛奶、
豆类食品，不能马马虎虎随便吃一点，或干脆不吃。3、吃饭
前要洗手，生吃的水果、蔬菜要洗净。4、吃饭要细嚼慢咽，
不能狼吞虎咽，暴饮暴食。 5、吃饭时不要看电视、看书，
也不要与别人聊天。6、剧烈运动后不要马上吃饭，应先休息
一下，喝点水，然后再吃饭。吃饭后可以散步，做些轻微活
动，不要马上进行大运动量的运动。7、不喝生水，不喝没有
热开或没消过毒的牛奶，生豆浆要煮沸10分钟，去沫后再喝。
8、不要常吃甜食、零食，不要吃过咸的食品。9、不吃腐烂
变质的食物，不随便吃野菜、野果;不购买、不食用街头小摊
的劣质食品。 10、不要自己随便拿药吃，要在大人或医生指
导下看病吃药。在疾病流行时，外出要带口罩，不去空气不



流通和人多的场所，如电影院、商场等。

2(六)当我们独自在家的时候，安全知识也不能少，请看
听——《家庭ab剧》听了这故事后，你认为哪一次的同学做
得对呢?对在哪里?如果情况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样做呢?(小
组讨论后，指名汇报)

小结：独自在家时，生人敲门别理他，是熟人敲门还要问清
情况，刚才剧中的小朋友就吃了这个亏。冒牌“叔叔”被抓
去了，真令人高兴，这样的喜事，真该放串鞭炮，庆贺庆贺。
但放鞭炮，也要注意安全，请听快板——快板表演：合：节
日到，真热闹，小朋友，放鞭炮;甲：马路上，人群中，严格
禁止放鞭炮;乙：点炮引，要用香，别用火柴打火机;甲：哑
炮未响别去拿，伤了自己损失大;乙：冲天炮，危险大，引起
火灾害人家;甲：别拿拉炮对着人，免得炸己又伤人;乙：放
鞭炮，害处大，最好自己别放它;甲：有的城市已严禁，我们
带头来执行;合：来执行!

(七)积累警示语师：刚才的同学都很聪明，对安全知识也掌
握得很多。下面我们来朗读安全警句：a.走路要走人行道，过
马路别乱跑，十字路口看信号。b.上下楼梯不拥挤，集体活动
守纪律。c.家用电器和煤气，使用时要注意，阅读说明再开启。
d.发生火灾不要慌，快叫大人来帮忙。e.遇上骗子多琢磨，抓
住机会赶快溜。f.一人在家关好门，与人说话要谨慎。发现坏
人来撬门，赶快拨打110。

三、师总结：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赞。安全知识时时记，
注意安全处处提。愿同学们乘上安全之舟，扬起生命之帆，
安全、健康、愉快的度过整个假期!

安全教育为的班会教案篇四

使队员了解基本的交通规则，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提高遵守



交通法规的自觉性，养成良好的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

1、准备常见的道路交通标志图案，了解行人应该遵守的交通
规则；

2、收集交通事故案例；

1、小品表演：剧1（人物：a、b。时间：放学路上。准备：足球、
书包、划分路界线。b走在前面，a走在后面）

a：哇，好漂亮的球，啥时候买的？

b：前天，是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

a：借给我踢踢吧，只踢一会儿。

b：现在？

a：对呀，怎么样，舍不得吗?

b：这可是在公路边，不行呀。

a：没关系，我只在这路边踢，不往路中间踢。

b：那好吧！（a、b踢球两个来回）

a：看球！（球被踢到公路中间）

b：我的球……都怪你！

a：没关系，我去捡回来。

b：那么多车，来来往往，太危险了……



a：怕什么，你等着。（向公路冲去，恰好一辆车路过……）

师问：小朋友们，看了小品后你觉得他们做得对吗？错在哪
里？（指名说）

2、队员介绍案例：

小结：是啊！这多危险啊！为了小小的足球，送上一条腿，
落个终身残废，真可惜！其实，在我们身边，时常会发生一
些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介绍收集到的身边或最近发生的交
通事故案例。

小朋友们，交通安全我们可得时时注意，要做安全平安的小
主人。（出示课题）

（1）白色线条地上躺，不怕雨雪和冰霜，

行人踏在它身上，交通安全有保障。 谜底（人行横道）

（2）圆圆三只大眼睛，十字路口做卫兵，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起提个醒。 谜底（红绿灯）

3、知识竞赛：辨认交通安全标志。

4、学习知识：听听交警叔叔是怎么说的。

a、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录音）

队员们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正是一天中道路交通最拥挤的时
候，人多车辆多，必须十分注意交通安全。

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
行走。



集体外出时，最好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几个小伙伴
一起外出时，不要相互追逐、打闹；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
围情况。

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车辆，不与车辆争
道。

在雾、雨、雪天，最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以便于机动车
司机尽早发现目标，提前采取安全措施。建议一年级小学生
外出都头戴小黄帽，集体活动时还手持“让”字牌，也是为
了使机动车及时发现、避让。

5、游戏：安全过马路。

通过表演，教会队员们掌握过马路的正确方法。

6、学习儿歌：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要注意；走路要走人行道，不要
吵闹不乱跑；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横道线，交通规则
要记牢，要牢记！

师：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举行的“做安全平安的主人”主题
中队会，大家增长了不少交通安全知识。今后，不但要自己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还要向我们身边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宣
传，人人争做做安全平安的主人。

“关爱生命，安全出行”

安全教育为的班会教案篇五

学习一些在家用电的安全常识。

1、通过学习，让学生充分了解家居生活中的用电安全，增强



安全观念。

2、培养学生自护、自救的能力，健康成长。

树立自护、自救的观念，培养自护、自救的能力。

一、谈话导入。

说到安全，

大家都能说出许多应该注意的内容来。

要是把安全和家联系起来，恐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同学们应该加以注意，尤其是在用电方面要小心对待。

三、用电常识。

1.观看视频用电知识

讨论、交流，了解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切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正在工作的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

2.联系生活谈谈用电安全。

（1）电视机只用遥控器关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此时的电视机
仍然处于待机状态，应该亲手关闭电视机的电源开关并拔掉
插头。

（2）冬天，电暖器用完后，一定要把插头拔下，不要让它处



于保温状态而不去管它。

（3）雷电天气时，要关闭正在使用的电器，特别是电视机、
电脑。

（4）使用电器的过程中，如果看到有冒烟、冒火花的现象或
者闻到焦味，都应该马上关闭电源开关，停止使用，并请专
业的维修人员检查。

四、自救知识。

（1）发现有人触电的时候，不要用手接触对方，可以想办法
关闭电源。

（2）拨打报警电话119

五、小结。

居家安全，注意用电。火已燃起，切勿乱闯。临危不乱，记
住出口。拨打119，等待救援。跳楼有术，虽损求生。

安全教育为的班会教案篇六

安全教育重在安全意识的培养，如何让安全教育深入学生心
中，我们开展了这次主题班会，旨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更多
的安全常识、自护知识，树立自护意识，利于他们的健康成
长。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更多的安全常识、自护知识，
树立自护意识。

2、活动中学生通过自己参与、自主体验、自我感受，从而养
成良好的品德，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1、交通安全2、 校园活动安全3、消防安全

活动过程：每三个小组选择一个主题，对常见的不良习惯一
一指出，并说明正确的做法。小组总结。

一、交通安全

（一）不良的交通习惯

不走人行横道，不靠路右边走。随意横穿马路。 不注意道路
和车辆信号，不服从交通管理。不在车行道、桥梁、隧道上
追逐、玩耍、打闹。 穿越、攀登、跨越道路隔离栏。

（二）中学生骑自行车的问题

未满12岁的儿童独自骑车。在人行道、机动车道骑车，逆行
骑车。骑车横冲直闯、争道强行，与机动车抢道。转弯不减
速，不打手势。骑车双手离把。追逐打闹，三五并行。手攀
机动车行驶，紧跟机动车行驶。

（三）中学生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缺乏交通安全意识。缺乏交通安全知识。缺乏交通安全责任
感。存在麻痹思想。存在侥幸心理。

（四）正常的行路常识

走人行道，靠路右边走。横过车行道，要走斑马线，或走天
桥。要注意各种信号灯的指示（红绿灯、人行横道信号灯）
上下汽车要避让过往车辆。不在马路上逗留、玩耍、打闹。

（五）正常的骑自行车常识

不要骑有故障的车。不在人行道上骑车，非机动车靠右行驶。
横穿马路最好推车行驶。转弯时减速慢行，观察并打手势。



不要双手离把，不并肩行驶。骑车不打闹，追逐。

1. 体育活动安全。体育老师要讲清体育活动安全。 活动课
老师不得离开。学生不做不安全的活动。 在无人保护下不做
危险活动。

2. 学校集会与集体活动安全。可能发生的伤害：中暑、挤伤、
跌伤、骨折、窒息、烧伤、脑震荡、死亡。上下楼梯不要拥
护、靠3. 校内劳动安全。严禁学生擦楼房外窗玻璃。 做清
洁时、防止滑倒跌伤、玻璃划伤、钉子刺伤。 严禁学生用湿
布擦电器旋扭开关。

（一） 中学生的消防知识

发生火灾的原因： 用火不慎发生火灾。蜡烛照明、蚊烟香、
用电器、液化气灶等。用电不慎发生火灾。电线老化、乱拉
乱接、铜线当保险丝、电热毯、电炉故障等。用油不慎发生
火灾。油加热温度过高、容器滴漏等。燃放烟花爆竹、 吸烟
乱扔烟头、 玩火等。

(二)火灾的预防：

家庭防火：安全使用炉火。安全使用液化器。安全用电。少
年儿童不要玩火。燃放烟火爆竹要注意场所。学校防火：严
禁学生携带打火机、火柴、烟花爆竹入校。严禁学生乱烧废
物。实验用的易燃物品要妥善使用。经常检查电器。设置消
防器材，不破坏消防器材。宿舍的安全防火。公共场所防火
学生要做到：不携带烟花爆竹到公共场所。不准玩与火有关
的游戏。不准学生在山林野炊或烧荒。

（三） 灭火基本知识

隔离法：将着火物移开，不与其他物品接触。窒息法：隔离
空气接触火，用干粉灭火器、砂、湿棉被等物灭火。冷却法：



用水、灭火器将火冷却。报警：火警电话119。报警要报清失
火地点街道名称。

（四）火灾自救与逃生

井然有序撤离火场，不要大声喊叫，以防吸入烟雾窒息。 弄
清楼层通道，不要盲目乱跑、不要盲目开门。冲出楼房，要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势跑行。楼梯火小，就冲出去，火大
就用绳子、被单等从窗口、凉台上滑下。身上着火，要脱掉
衣服，或在地上打滚压灭火。

时代召唤跨世纪人才，而跨世纪人才首先要学会生存。同学
们，别忘了，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学会保护自己，
让我们戴上“自护”小奖章，迈出通向21世纪的起跑线；让
所有的孩子们天天快乐，日日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