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汛抗洪班会教案 防溺水教育班会
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
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防汛抗洪班会教案篇一

让学生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基本知识、掌握预防方法。

二、教学重点：

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方法。

难点：感冒和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同点。

三、教学过程：

1、感冒体现在：

(1)主要症状：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咽部干痒，头痛等，
一般不发烧或发低烧。

(2)特征：大约持续3—4天，最多7天经治疗和休息后痊愈。

2、新型冠状病毒体现在：

(1)症状：起病急，畏寒，高热，头痛，全身不适，四肢酸痛。

(2)特征：传播迅速，容易流行，肺炎，中耳炎等。

3、感冒与新型冠状病毒症状的区别：



4、感冒与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方法：

(1)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注意睡眠和营养，增强身体的耐寒力
和病毒，病菌的抵抗力。

(2)注意保暖，预防病毒、病菌的入侵。

(3)不用感冒和新型冠状病毒病人用过的行活用品。

(4)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尽量少去公共场所，避免接触病人，
并经常用药物对住房、课室的空气进行消毒。

5、布置作业：

1、告知家人与朋友“感冒”与“新型冠状病毒”有什么不
同?

2、告知家人与朋友如何预防感冒与新型冠状病毒?

防汛抗洪班会教案篇二

天气逐渐炎热，防溺水安全教育又成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头等
大事。为了扎实有效的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六月中旬
我校各班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活动。

在主题班会上，各班主任向学生介绍了预防溺水常识和溺水
救护方法等各类安全知识。同时为安全教育深入人心，我校
经过“致家长的一封信”的形式，向学生家长宣传防溺水安
全知识，要求家长注重对孩子游泳技能的培养，提醒学生家
长强化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在节假日期间异常注意对孩子
加强管理与监督，防止孩子私自下水事件发生，切实肩负起
监护人的职责。

活动过程：



1、大家听一听有关溺水事件的报道。

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简便。
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消
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小结：人，应当珍爱生命。今日这节班会我们就来学习“珍
爱生命，防止溺水”的安全教育。

1、什么是溺水？

讨论，归纳：溺水是常见的意外，溺水后可引起窒息缺氧，
如合并心跳停止的称为“溺死”，如心跳未停止的则称“近
乎溺死”这一分类以病情和预后估计有重要意义，但救治原
则基本相同，所以统称为溺水。

引导：溺水已成为我们小学生的“头号杀手”，随着天气逐
渐变热，溺水的危险将增加。

2、问：溺水原因主要有哪几种？

学生讨论，小结：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度；在
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引导：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识
而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

3、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

我们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在无家
长或教师带领的情景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
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沟渠、溪边、池
塘、水库、海边、在建工地的积水坑等有水的地方玩耍，戏
水，洗手。请同学们必须要互相监督，互相提醒，若发现有



同学漠视生命，要及时通知家长和教师。必须要记住血的教
训，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讨论，讲解自救及抢救的方法：

对水情不熟而贸然下水，极易造成生命危险。万一不幸遇上
了溺水事件，溺水者切莫慌张，应坚持镇静，进取自救，对
于溺水者，除了进取自救外，还要进取进行陆上抢救。

2、学习自救及抢救方法

2、讨论，总结：

同学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明白的东西，
在无穷的探索里，你会看到光辉、灿烂的前景。让我们珍爱
生命，防止溺水。祝愿大家今日好，明天会更好!

防汛抗洪班会教案篇三

一、活动目的：

1、提高安全意识，愿意自觉去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
学习中增强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二、活动形式：以讨论为主

三、班会过程：

【引言】春天来了，夏天会如期而至，天气炎热时，你想游
泳吗?诚然：游泳是大家喜爱的消暑解热的活动。可是，我们
却经常听到一些溺水事故的发生，看到一些触目惊心、惨不



忍睹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发生。那我们该怎么关爱生命，预防
溺水呢?八(4)班《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一、看一看

【投影展示】20xx年春天，文山州富宁县连续发生2起在校学
生溺水身亡事件。

4月12日12时许，富宁县木央中心小学校在校生王某与两名同
学到木央砖厂后面水塘内游泳时溺水。13时35分，木央派出
所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民警赶往现场打捞，14时40分，民
警打捞出王某的尸体。

同日16时许，富宁县归朝中心小学的在校生刘某在归朝河莫
弄小组河段的河边玩耍时不慎坠入河中。直到晚上，刘某的
家长未见刘某回家，经过多方询问才得知刘某已于下午时分
溺水死亡。当晚22时许，刘某的尸体被群众打捞上岸。

看到这些惨痛教训，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我们身边有该类现
象吗?

二. 议一议

【引言】同学们，这些小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溺水事故呢?他们
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呢?(学生各抒己见)

1、有的学生私自下水,没有成人的陪同下;

3、有的是下到河里，腿抽筋了;

4、有的是因救人，被带下去呛死了;

……



三.说一说

【引言】是的，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很
多是可以避免的。 那么应该如何尽可能避免儿童溺水事故的
发生呢?(学生根据已有经验举手回答)

【教师小结并讲解】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现在我们来说
一说游泳安全的知识吧!

2、有开放性伤口、皮肤病、眼疾不宜游泳;感冒、生病、身
体不适或虚弱不宜游泳。

4、跳入水中后，如发现腹部疼痛时，应立即上岸，最好喝一
些热的饮料或热汤，以保持身体温暖。

7、跳水前一定要确保此处水深至少有3米，并且水下没有杂
草、岩石或其他障碍物。

8、游泳时禁止与同伴过份的开玩笑;小心呛着;

(记住了吗!)

【学生问】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时我们怎样自救?

【教师讲解】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积极自救;

如不熟悉水性者，除呼救外，取仰卧位，头部向后，使鼻部
可露出水面呼吸。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此时千万不要慌张，
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更快。

如遇抽筋，首先保持冷静;若是手指抽筋，则可将手握拳，然
后用力张开，迅速反复多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若是小
腿或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对侧的手
握住抽筋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用同侧的
手掌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助抽筋腿伸直;要是大腿抽筋



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四、小结：

今天我们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同学进行“预防溺水”安
全知识的宣传，包括“溺水常识”、“溺水的预防与急救”
等等，教育同学要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提高对溺水危害的
认识，坚决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亲爱的同学们，安全无小
事，长鸣警钟，常抓不懈。让我们携起手来，在我们的心中
筑起一道安全防线，最后，祝你们健康成长，青春永驻!

1.防溺水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案

3.20xx最新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

5.初中生防溺水主题班会教案范文

6.20xx最新小班安全教案防溺水

8.20xx暑假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

9.20xx最新初中生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

10.中学防溺水安全课教案范文

防汛抗洪班会教案篇四

通过这次班会，教育学生时刻注意安全，珍爱生命。

【班会流程】：

（一）宣布班会开始：

1、主持人：“生命”，是一个多么鲜活的词语；“安全”，



是一个多么古老的话题；然而，面对生活、学习中可能存在
的隐患和潜在的意外，你是否做好准备加以防范？重视安全，
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珍爱生命，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歌颂生命，因为生命是宝贵的，它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
一次.我们热爱生命，因为生命是美好的，它令我们的人生焕
发出灼灼光彩。

2、班主任：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上一节主题班会课，让我们
发挥自己的力量，发挥我们集体的力量，努力的去思考，认
真的去总结，体会“安全”，“生命”对我们每个同学是多
么的重要。

（二）哲学家与老者的故事记得有一个故事。几个学者和一
个老者一起搭船出海。途中学者们问老者：“你懂得哲学
吗？”老者摇了摇头。学者们纷纷叹息：“那你已经失去了
一半的生命。”这时一个巨浪打来，小船被掀翻了，所有人
都掉入了水中。学者们大声呼救。老者问：“你们会不会游
泳啊？”学者们拼命摇头。老者叹口气说：“那你们就失去
了全部的生命。”这虽然只是一个故事，但蕴含的道理却耐
人寻味。生命是可贵的，我们应该时刻注意安全，珍惜自己
的生命。

第一，雷电很重要的功绩是制造化肥。雷电过程离不了闪电，
闪电的温度是极高的，一般在三万度以上，是太阳表面温度
的五倍！闪电还造成高电压。在高温高电压条件下，空气分
子会发生电离，等它们重新结合时，其中的氮和氧就会化合
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分子，并溶解在雨水中降落地面，成为
天然氮肥。据测算，全球每年仅因雷电落到地面的氮肥就有
四亿吨。如果这些氮肥全部落到陆地上，等于每亩地面施了
约二公斤氮素，相当于十公斤硫酸铵！

第二，雷电还能促进生物生长。雷电在发生时，地面和天空
间电场强度可达到每厘米万伏以上。受这样强大的电位差的
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增强，因此，雷雨后一至



二天内植物生长和新陈代谢特别旺盛。有人用闪电刺激作物，
发现豌豆提早分枝，而且分枝数目增多，开花期也早了半个
月；玉米抽穗提早了七天；而白菜增产了百分之十五至百分
之二十。不仅如此，如果作物生长期能遇上五至六场雷雨，
其成熟期也将提前一星期左右。

第三，雷电能制造负氧离子。负氧离子又称空气维生素，可
以起到消毒杀菌、净化空气的作用。在雷雨后，空气中高浓
度的负氧离子，使得空气格外清新，人们感觉心旷神怡。

1.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野外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
物内时，要将手表、眼镜等金属物品摘掉，千万不要在离电
源、大树和电杆较近的地方避雨。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以
减少直接雷击的危险。双脚要尽量靠近，与地面接触越小愈
好，以减少“跨步电压”。野外最好的防护场所是洞穴、沟
渠、峡谷或高大树丛下面的林间空地。

2.不宜使用无防雷措施或防雷措施不足的电视、音响等电器。
不要靠近打开的门窗、金属管道。要拔掉电器用具插头，关
上电器和天然气开关。切忌使用电吹风、电动剃须刀等。不
宜使用水龙头。

3.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等
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不要收晒衣绳或铁丝上的衣
服。不要从事栅栏、电话或输电线、管道或建筑钢材等安装
工作。切勿处理开口容器盛载的易燃物品。

4.不要或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提电话。不宜停留在铁栅栏、金
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轨附近。切勿站立于山顶、楼
顶上或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不宜进入和靠近无防雷设施的
建筑物、车库、车棚、临时棚屋、岗亭等低矮建筑。

5.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或活动。不宜停留在游泳池、
湖泊、海滨、水田等地和小船上。不宜进行室外球类运动。



在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把锄头、铁锹、羽毛球拍、钓鱼
杆、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

6.当感觉到身体有电荷时，如头发竖起，或者皮肤有显著颤
动感时，要明白自己可能就要受到电击，应立刻倒在地上，
等雷电过后，呼叫别人救护。同学们，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
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让安全系着你、
我、他；愿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充满阳光和鲜花；愿平安永远
着伴随我们大家！

7.雷灾发生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上报情况，以便及时处理，
避免再次遭受雷击。

（四）学生回应这节班会课后，相信同学们能慢慢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重视安全知识，从每个同学做起。

主持人：重视安全，珍爱生命。同学们，让我们为了自己的
健康成长，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安全，我们应该时刻牢记，
让安全的警钟在我们内心时常地敲响。人的生命也是脆弱的，
生命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会留下永远的伤痕；健全身体一旦
失去，将永远无法挽回。因此，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我们生命
中的每一天，在生活中注意安全，使自己平安健康地成长。
让我们每一个人永远平安、快乐！让我们时刻牢记：安全在
我心中，生命在我手中！

（五）班主任（总结发言）

不宜骑马、骑自行车、驾驶摩托车和敝蓬拖拉机。汽车往往
是极好的避雷设施，因有屏蔽作用。即使闪电击中汽车，也
不会伤人。



防汛抗洪班会教案篇五

1、使学生了解有关生命的来之不易与宝贵，感悟生命的可贵。

2、使学生学会珍爱生命，学会自救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1.出示一溺水身亡的孩子的图片，教师讲有关故事。

2.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轻
松。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
消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二、强调守则

1.过渡：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
识而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据有些地区统计，溺水死亡率为
意外死亡总数的10%。

2.我们外出游泳洗澡严格遵守“四不”：

(1)未经家长老师同意不去;

(2)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

(3)深水的地方不去;

(4)不熟悉的江溪池塘不去。

三、探讨原因

1.溺水原因主要有哪几种?



2.学生分小组探讨。

3.小组代表回答后归纳：

(1)不会游泳;

(2)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度;

(3)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

(4)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四、救护措施

1.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

2.指名学生回答后归纳：

(1)对于手脚抽筋者，若是手指抽筋，则可将手握拳，然后用
力张开，迅速反复多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

(2)若是小腿或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
对侧的手握住抽筋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
用同侧的手掌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助抽筋腿伸直。

(3)要是大腿抽筋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3.对于溺水者，除了积极自救外，还要积极进行陆上抢救：

(3)若是溺者已昏迷，呼吸很弱或停止呼吸，做完上述处理外，
要进行人工呼吸。可使溺者仰卧，救护者在身旁用一手捏住
溺者的鼻子，另一手托着他的下颚，吸一口气，然后用嘴对
着溺者的嘴将气吹入。吹完一口气后，离开溺者的嘴，同时
松开捏鼻子的手，并用手压一下溺者的胸部，帮助他呼气。
如此有规律地反复进行，每分钟约做14—20次，开始时可稍



慢，以后可适当加快。

五、渗透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