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全教育班会通知 消防安全班会
的心得体会(模板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安全教育班会通知篇一

xxxx年xx月xx日晚上7：00，我系在北院文五阶召开了消防安
全教育主题班会。班会主要是针对因违规用电而引发火灾隐
患召开的。为了响应同学们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班会由
生命科学系学生会安防部主持和召开。

在班会上，主持人介绍了几种可能引发火灾的情况，并且列
举了因违规使用电器而引发火灾的案例，并插播了相关的视
频资料，使同学们受益匪浅。在班会的最后，由安委部的武
旭帆部长总结了几种预防火灾的方法，班会取得圆满成功。

通过这次的消防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同学们的消防安全防范
意识有所加强，积极的以行动来响应这一班会主题。主持人
列举的真实事例大大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和关心，大家都高
度重视这次的班会。

其次，在系里老师的指导下，由自管、自律和安防的同学们
组成的检查小组也加强了宿舍消防安全的检查，提醒同学们
不要违规使用电器。

再者，前几日举行的消防安全逃生演练也使得消防安全意识
深入人心。总之，此次主题班会的气氛相当好。由于此次班
会的主题贴近生活，与同学们的日常生活联系非常密切，再
加上同学们的积极响应，使得气氛非常活跃。



另外，班会之后，我们也总结了此次班会的不足之处：

一、班会地点及时间临时变动大，使得部分同学未能按时到
达；

二、班会出席的同学不全，主要是因为此次班会与个别班的
课程有冲突；

三、班会时间较短，虽然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是班会的
内容应当再充实一些。

我们要高度重视和改善这次举行班会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努力把准备工作做好、做充分，协调好召开班会的时间和地
点以及和同学们的课程安排之间的矛盾，注意方方面面的小
问题，争取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做的更好。

安全教育班会通知篇二

1、通过相关安全防护图片的.展示，使幼儿有初步的认识，
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护自己。

2、引导幼儿辨别哪些行为是危险的，哪些是安全的，并掌握
遇到危险时的简单自我保护和求救的方法。

材料准备：

1、安全有关的图片。

2、水彩笔、记号笔、白纸等。

经验准备：了解日常生活中一些危险的事情和认识生活中的
一些标志。如小心触电、小心滑倒、小心开水烫、注意安全
等。



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让幼儿从心里明白这么做是危险
的。

（一）、利用身体语言，激发幼儿的兴趣。教师用肢体语言
来表达安全图片上的意识，如小心触电等。

（二）、利用讲故事的形式对故事中出现的安全情况进行分
析：

1、小朋友在上下楼梯时，你推我挤的现象，发生小朋友摔下
楼的情景。

2、小朋友去碰家里或者幼儿园的插头。

3、拿石头和沙子扔过来，扔过去。

4、将珠子或者笔帽放入嘴里。

5、在教室里到处乱跑、追追打打。

围绕幼儿所需的、感兴趣的、急于想知道或解决的，并且生
活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安全自护问题来有目的的开展活动，
使幼儿从活动中充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安全教育班会通知篇三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将近，为了提高同学们安全防护意识。
小编整理了交通安全主题班会的教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更多内容请关注应届毕业生网!

1.通过本次主题班队会，学习安全知识，掌握一些安全常识，
引起同学们对交通安全的重视，增强学生交通安全意识。

2、通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及



交通标志，并逐步形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的行为习惯。

班长：“交通安全记心中”主题班队会现在开始!

甲 ：敬爱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好!

甲：每个人都有资格享受愉快的生命，但生命的遭遇往往是
意想不到的。

乙：然而，总会在那不经意的.一瞬间，生命的泉水便会永远
枯竭。

甲 ：车祸是那样无情，吞噬了多少个年轻的生命!

乙：车祸又是那样残忍，拆散了多少个幸福的家庭!

甲：灾难的发生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分性别年龄，不分贫富
贵贱。

乙：无论咿呀学语还是学富五车，如果缺少应有的警惕，危
险可能就在那一瞬间。

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多么珍贵!

乙：是的，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

甲：所以，我们要懂得关爱生命，学会珍惜生命。

合：四(1)中队 “交通安全记心中”主题班会 现在开始!(生
鼓掌)

甲：可是我们却经常听到一些不安全的事故发生在我们的身
边



课件1、2

乙：看到这些让我们惋惜伤痛的案例，你想说些什么?

甲：生命在你手中，交通安全不容忽视。

乙：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交通规则，并要养成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在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交通不安全隐患呢?

学生发言 课件8-19

交通安全五不准：

乙：1 行人在没有信号灯的人行横

(道应如何通行?( b )

c 、按机动车信号灯指示通过。

甲：2、行人在没有交通信号灯和人行横道的路口应如何通
过?( c )

a 、跑步快速通过 b 、示意机动车让行后直行通过

c 、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

乙3 、骑自行车通过没有非机动车信号灯的路口应怎样通
行?( b )

a 、减慢车速通过 b 、确认安全后通过

c 、按机动车信号灯指示通过



甲4、骑自行车应当在什么车道内通行( b )

乙5、未满几周岁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学自行车( b )

a 、10周岁 b 、12周岁 c 、4周岁

甲6 、黄灯持续闪烁时表示( b )

a 、有危险，车辆、行人不准通过

b 、车辆、行人须注意观望，确认安全后通过

c 、车辆、行人可以优先通过

乙7、当路口信号灯为红灯和黄灯同时亮时，它表示的是什么
含义?( a )

c 、道路通畅，快速通过

甲8 、在街道或公路行走，须有成年人带领是哪些人?( a )

a 、学龄前儿童 b 、小学低年级学生 c 、小学在读生

乙9 、机动车行驶时，除驾驶人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外，
同车还有哪些人要使用安全带?( c )

a 、前排乘车人 b 、后排乘车人 c 、全部乘车人

甲10 、当你骑车违法后又拒绝接受罚款处罚时，交通警察( b
)



安全教育班会通知篇四

xxx

教室

2、掌握一些自救自护的本领；珍惜生命，健康成长。

一、交通安全：

1、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在公路上跑闹、玩耍。

2、横穿公路要走斑马线、人行道等，不得随意横穿。

3、严禁在公路上骑自行车。

4、遵守公共秩序，排队等车，车未停稳不得靠近车辆，上下
车时不拥挤。

5、文明乘车，乘车时要系好安全带或抓牢扶手。不坐破旧车
辆。

总之，过马路走斑马线，先要一看、二停、三通过。不攀爬
车辆，不乘坐无牌照的营运车辆，不准在公路上嬉戏等。

二、防溺水、用电、防火安全

1、不要到河边、水库、池塘、水井等危险的地方玩耍、洗澡。
遇到溺水者要呼救，不可亲自去救人。应当及时找人，并且
报警求助。

2、要在家长的指导下逐步学会使用家用电器。

3、不要乱动、乱接电线、灯头、插座等。



4、不要在标有"高压危险"的地方玩耍。

5、不准玩火，不得携带火种，发现火灾不得逞能上前扑火，
要及时报告大人或报警。

6、小心、安全使用煤气、液化气灶具等。

三、饮食安全

1、自觉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勤洗手，防止传
染病的发生。

2、购买有包装的食品时，要看清商标、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三无"食品、过期食品一定不要购买食用。

3、生吃瓜果要注意洗干净后才可食用，不吃腐烂、变质的瓜
果。严禁吸烟、喝酒。

4、不暴饮暴食，防止消化不良。

四、其他方面的安全

1、不要轻信陌生人，陌生人敲门不要开防盗门。

2、外出旅游或走亲访友，遇到难以处理的事情，要懂得寻求
警察的帮助。

3、观看比赛、演出或电影时，排队入场，对号入座，做文明
观众。比赛或演出结束时，等大多数人走后再随队而出，不
可在退场高峰时向外拥挤。

4、睡觉前要检查煤气阀门是否关好，防止煤气中毒。

5、不得玩易燃易爆物品和有腐蚀性的化学药品。



6、不偷不抢，不拉帮结伙，打架斗殴。

7、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遇到敲诈勒索、拦路抢劫及时告诉父
母或打电话报警。不接受陌生人不被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所迷
惑，防止被拐骗、拐卖。

五、积极帮助家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认真完成作业。

1、每个同学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中学生，时刻牢记《中学生
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国庆假期走出校
门后，仍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放纵自己。

2、每天利用一定的时间温习功课，独立完成作业。

3、每天至少帮家里做一件家务事；

4、积极参加有益的活动，丰富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各方面
的能力。由于国庆国庆假期时间较长，希望同学们在休息好
的同时，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并按时完成国
庆假期老师所布置的作业。

总之，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安全，掌握自救、自护的知
识，锻炼自己自护自救的能力，机智勇敢的处理遇到的各种
特殊的情况或危险。希望同学们把"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牢
记在心，快快乐乐度假，平平安安返校！

安全教育班会通知篇五

1、增强学生游泳安全意识，提高学生自我保护能力。

2、了解和掌握游游安全知识。

3、掌握如何预防溺水和溺水急救措施。



1、夏天游泳如何防溺水

2、溺水急救方法

溺水时如何自救、急救

录像

1、导入：同学们，夏天来了，暑假快到了，游泳是大家喜爱
的消暑解热的活动。对同学们来说，游泳不但可以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游泳的场所除了室内
室外游泳池，还有迷人的海滨、河流和小溪，但是游泳必须
要注意一定的安全。为了让同学们掌握必备的游泳安全知识，
增强自救、自护意识，本周我们举行关于游泳安全的主题班
会。

2、首先，请大家看视频有关溺水方面的新闻

6月21日，陕西省紫阳县发生一起5名女学生溺水死亡事故。
在死亡的5名学生中，的14岁，最小的只有7岁。

6月25日，福建省福安市的三名小学生在溪畔游泳时溺水身亡。

6月29日，四川省达州市3名10岁左右的女学生在水塘玩耍时
溺水身亡。

7月1日，河南省商都市3名女学生在水库游泳时溺水身亡。

7月4日，4名16岁左右的初中生在吉林省松花江游泳，3人溺
水身亡，一人生还。

看了听了这些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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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授课内容：

先向学生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教育学生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池塘、无盖
的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结伴到池塘边钓鱼、
游泳、玩水。

(2)教育学生在来校、离校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游泳。

(3)我们是小学生，很多同学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有学生不
慎掉进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未成人不能冒然下水营救，
应大声呼唤成年人箭来相助或拨打“110”。

(1)保持自身良好的身体状态

下水时切勿太饿、太饱。饭后一小时才能下水，以免抽筋;饮
酒不宜游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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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做好充足准备工作，预防抽筋

做好身体热身准备工作;游泳前先在四肢撩些水，然后再跳入
水中。不要立刻跳入水中;腹部疼痛时，应上岸，喝一些热的
饮料或热汤，以保持身体温暖;营造安全游泳的环境，小心溺
水。

溺水自救和急救方法：

1、自救

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同学们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
积极自救：

2、急救方法



a、将伤员抬出水面后，应立即清除其口、鼻腔内的水、泥及
污物，用纱布(手帕)裹着手指将伤员舌头拉出口外，解开衣
扣、领口，以保持呼吸道通畅，然后抱起伤员的腰腹部，使
其背朝上、头下垂进行倒水。或者抱起伤员双腿，将其腹部
放在急救者肩上，快步奔跑使积水倒出。或急救者取半跪位，
将伤员的腹部放在急救者腿上，使其头部下垂，并用手平压
背部进行倒水。

b、呼吸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一般以口对口吹气为。
急救者位于伤员一侧，托起伤员下颌，捏住伤员鼻孔，深吸
一口气后，往伤员嘴里缓缓吹气，待其胸廓稍有抬起时，放
松其鼻孔，并用一手压其胸部以助呼气。反复并有节律地(每
分钟吹16～20次)进行，直至恢复呼吸为止。

c、心跳停止者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摩。让伤员仰卧，背部垫
一块硬板，头低稍后仰，急救者位于伤员一侧，面对伤员，
右手掌平放在其胸骨下段，左手放在右手背上，借急救者身
体重量缓缓用力，不能用力太猛，以防骨折，将胸骨压下4厘
米左右，然后松手腕(手不离开胸骨)使胸骨复原，反复有节
律地(每分钟60～80次)进行，直到心跳恢复为止。

安全教育班会通知篇六

1、认识各种灭火设备，掌握一些消防安全常识及灭火、防火
自救的'方法。学会本领，化险为夷。提高学生的自救意识，
培养应变能力。

2、学习利用各种方法查阅、收集、处理信息资料，培养学生
搜集和处理信息能力、获取新知识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
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及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与科学
道德。

1、组织学生排演节目。



3、了解一些防火安全知识。

(一)图片展示，引入新课。

1、展示各种森林火灾现场图片，师：看了这些图片，你想说
什么?你在哪里还看到过这样惨不人睹的场面?有什么感
受?(指名后小组交流。)

(1)为什么会发生森林火灾?

(2)图片中有几种动物?他们有哪些不同的神情?

(3)那个男孩是怎么样协助动物们逃生的?

(4)其它

3、小结：是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命如此美丽，
但又是如此脆弱。我们要珍惜宝贵的生命，提高防火意识，
象图片中的英勇男孩一样掌握一些自救逃生的方法。

(二)引导研读，归纳整理。

1、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各种途径收集有关“火”的书籍、期刊、
报刊杂志等，并加以研读。

2、以小组为单位归纳整理出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并制作成防
火手册或编一份防火宣传手抄报。如：“火”的可
怕，“火”的预防，灭“火”的方法，逃生常识及发生火灾
时如何拨打求助电话。

着火了，怎么办?

(1)牢记火警电话119。没有电话或没有消防队的地方，如农
村和边远山区，可以打锣敲钟、吹哨、喊话向四周报警，动
员乡邻一齐来灭火。



(2)报警时要讲清着火单位、所在区(县)、街道、胡同、门牌
或乡村地址。

(3)说明什么东西着火，火势怎样。

(4)讲清报警人姓名、电话号码和住址。

(5)报警后要安排人到街道口等候消防车，指引消防车去火场
的道路。

(6)遇有火情，不要围观。有的同学出于好奇，喜欢围观消防
车，这既有碍于消防人员工作，也不利于同学们的安全。

注意：不能随意乱打火警电话。假报火警是扰乱公共秩序、
妨碍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如发现有人假报火警，要加以制
止。

(三)竞赛活动，游戏激趣。(设立主持人，四小组记分比
赛。)

1、抢答题。(老师提供部分问题，学生可适当补充。)

(1)生活中的哪些因素会引起火灾?

(2)一旦发生火灾，要迅速拨打什么电话号码?

(3)扑救时是先救人还是救物?先断电还是先救火?

(4)电话报警时要注意报清、报全哪些信息?

(5)列举几种逃生方法。如：关门求生、从窗户逃生、安全出
口逃生等。

2、判断题。(学生也可补充题目。)



(1)禁止学生携带烟花、爆竹、砸炮、火柴等易燃易爆物品。

(2)有一天，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到某山林去野炊。

(3)报警时报警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可以不说明。

(4)发生火灾时，不要盲目开窗开门，用湿毛巾、衣服等衣物
包住头脑，尤其是口鼻部。

(5)家用电器起火，应马上关掉电源开关，千万不要往电器上
泼水。

4、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各种灭火设备知识及灭火方法，组织
学生表演模拟灭火(制作道具，学生扮演火魔和灭火英雄。)

5、引领学生在校园内考察逃生路线，并制作逃生路线图和逃
生路标。评选出最佳路线图加以记分。

(四)逃生体验，增强意识。

1、逃生演练。要求：学生统一身着运动衣、运动鞋。

2、在体育委员带领下做好准备活动。

3、放置火灾道具。

4、查看逃生路线。

5、在老师带领下分组疏散逃生。

此次班会的主题就是“森林防火，从我们做起”。地球上没
有火，是个死的地球，猿类也很难进化成人。没有广义的火
出现在地球上，既不会有人类也不会有人类文明的存在!因之
世上的这文明、那文明，都与火文明息息相关。认识火、尊
重火、运用火，是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意识之一。反之，就是



野蛮和愚昧。然而也正因为人不认识火、不尊重火，或错误
地、不怀好意地使用火，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铺天盖地、触
目惊心!同学们，美丽的大自然需要我们的呵护，让我们一起
共同努力吧!

安全教育班会通知篇七

进一步强化学校安全管理，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
增强小学生安全意识，掌握应急避险技能，提高应对突发事
件能力，遏制和减少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

5月31日至6月6日

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养

1、加强安全教育。在5月31至6月6日开展好四个一活动，通
过教育切实增强广大小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他们的应急避
险能力和安全素养。

(1)悬挂安全教育主题宣传标语;充分利用东门和北门电子屏
宣传安全标语。

(2)开展一次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3月31日国旗下
讲话 蒋建良。

(3)设计1份消防安全逃生通道的示意图：和父母一起合作可
以设计(家庭、教室)的逃生通道。要求：每个学生动手画一
画，并且每班推选2份优秀作品参与学校评选：一等奖10名、
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颁发奖状和奖品。作品于4月8日
上交服务中心。

(4)举办一次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具体日期为6月1日的夕会课，
让每名学生列举一条身边的安全隐患，组织学生开展学校安
全隐患我发现，家庭安全隐患我排查活动，通过这一活动使



学生认识到安全工作与其自身息息相关，把安全意识融入学
生思想行动之中。各班要对学生提交的安全隐患排查结果进
行认真核查并及时解决，如需服务中心帮忙解决的及时和服
务中心沟通。

3、高度重视灾害天气防范工作。春季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天
气多变，雨水较多，易发生灾害事故，也是传染性疾病多发
季节。要结合本地实际落实防范措施，切实保障师生安全和
校园稳定。加强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教育学生遵守交
通规则，加强健康卫生教育和管理，落实晨检制度，加强饮
水管理，搞好校园环境卫生，强化春季传染病的监测和防控，
防止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确保校舍、
设施安全。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明确专人负责，制定完
善的活动方案，力争使安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3、向全体同学发出号召，人人在家庭争做平安家庭的维护者，
在校园争做平安校园的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