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班会小结与反思(汇
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班会小结与反思篇一

（1）了解生活中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3）培养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和热爱生命的情感

使学生学会基本的自我保护的方法

（1）编排小品剧《提防坏人》。

（2）课文“演一演”中遇到的情景表演练习，及所用道具准
备。

（3）搜集生活中有关安全知识。

（4）故事《聪明的小江珊》。

一、

谈话，导入

每天，我们迎着朝阳背着书包高高兴兴的上学，坐在明亮的
教室里学习，或是去公园游玩，去超市买东西，我们都是那
样的高兴、快乐，可是你知道吗？在这美好的过程当中存在



着许许多多的危险。今天我们就来发现生活中的危险，并且
比一比，谁能用最好的办法来解除这些危险。

二、

看一看，议一议

（2）针对以上提问请学生自由讨论。（讨论结果：它们应该
听妈妈的话，不应该轻信大灰狼的话，学会保护自己。）

三、

演一演，议一议

（1）生命是可贵的，生命属于我们每一人只有一次。因此，
我们要热爱生

（2）表演事先编排好的四个小故事，剧中的大人都是不认识
的人。（1、“你妈妈让我来接你。”“跟我走吧，带你去公
园玩。”“小朋友，这份礼物送给你。”“我来找你爸
爸。”）

（3）讨论：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会怎么样？（着
重引导学生分析和了解社会上坏人行骗的方法以及应该采取
的相应对策。）

四、听一听，议一议

（1）同学们都很聪明，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小女孩，他在98
年大洪水时遇到了危险，不过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自己
危险中解救了出来，我看了她的故事以后很受感动，我们一
起来欣赏一下吧！

听教师讲故事――《聪明的小江珊》，提问：你能用一个什
么样的词



来概括小江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像小江珊一样，再遇到危险是不
慌张，学会自我保护，战胜困难和危险。

五、看一看，议一议

（3）指名学生回答。

六、想一想，议一议

（1）刚才提到遇到火灾可以拨打电话报警，你们知道应该拨
打那个号码吗？（119）

（2）除了遇到火灾时我们可以报警，遇到什么情况是我们还
可以报警？你知道电话号码吗？（匪警110、急救120）

（3）这些电话号码拨打时是免费的，不能随便打，如果发生
情况了当然要马上报警，越快越好，但是不能因为好玩就拨
打，那样有可能耽误了别的地方的救灾的最好时机。

七、评一评，议一议

（1）我们用今天学到的知识来判断下列同学的行为是不是正
确：小丽说：“天太热了，咱们到大河游泳去！”；小红说：
“有病我也不去医院，打针太疼。”；晓明说：“春天快到
了，冰快要化了，不要到河里去滑冰。”；小梁说：“过马
路，我就斜穿，反正汽车也不敢撞我。”（四个同学分别扮
演其中的角色）

（2）学生小组讨论，得出结论。

八、总结

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危险，我们只有练就一身应



对危险的本领才能在危急时刻保护自己，希望同学们多多积
累这方面的知识，并介绍给身边的人，让我们一同向坏人、
向危险宣战。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像小江珊一样，
遇到危险时不慌张，学会自我保护，以免受到伤害。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班会小结与反思篇二

教育学生适应社会环境，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掌握与违法犯
罪作斗争方法和技巧，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学会依法规范
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培养坚强意志，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

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据自愿和指定相结合原则，将学生分成
四个小组：

第一组：由平时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同学组成；

第二组：由平时喜爱上网的同学组成；

第三组：由富有正义感关心他人的同学组成；

第四组：由个头较小曾受其他同学欺侮的同学组成；

布置任务：

第一组：同学回去把父母的身份证带到学校来；

第二组：同学介绍各自最熟悉的网友；

第一组同学活动：

主持人：我们班级准备开个小卖店，今天向第一组同学借用
他们父母的身份证，请第一组同学把带来的身份证借给我们。



提醒其他同学观察第一组同学的表情。

班长起立收缴第一组同学带来的身份证，有的同学有些不舍，
有的很爽快，有的同学犹豫不决，但都交给了班长。

学生讨论：身份证在生活中有什么作用？我们使用时要注意
些什么？大家讨论。

讨论结果：身份证是证明自己身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效证
件。这种证件不能随便借与他人。

学生感悟：我们第一组的同学对身份证作用认识不清，缺乏
防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较弱。

教师点评：我们同学警惕性不高，面对不法侵害自我保护。

第二组同学活动：

主持人：我们班级的几位“网络高手”介绍自己最熟悉的网
友。

第二组同学依次交流他们的网友，每交流一位同学老师就启
发其他同学发问是否确实是真实的。第二组有几位表现很肯
定；有几位也犹豫。老师不做任何评论，接着让学生阅读课
文中的材料二。

同学讨论：小燕家被盗的原因是什么？网上交友要注意些什
么？

讨论结果：小燕家被盗的原因是小燕轻信了自己的网友。

心灵感悟：网上交友的注意点有

（1）不要轻易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住址、电话、学校等信
息；



（2）不要轻易与网友会面，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3）与网友不要有金钱的交往；

（4）不要轻易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

（5）遇到低级庸俗的网友，马上避开，不要理睬；等等。

教师点评：第二组同学中“犹豫者们”要比“肯定者们”警
惕性要略高一些。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不法侵害的前提。即
我们常说的一句谚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上学、放学或外出游玩要结伴而行，不去树林、山洞等
偏僻地方；

（3）不与陌生异性单独会面，不搭乘陌生人的车辆；

（4）面对侵害，要积极主动寻求帮助，敢于抵抗；

（5）记住犯罪分子的特征并及时报案；

（6）学会使用110报警。等等

心灵感悟：我们班级的“活跃”女生一定要自重，一定要记
住这些建议。

教师点评：自我保护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文明的举止，
得体的衣着打扮，是自我保护的防护衣。

第四组同学：主持人：“以智取胜”是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
让我们第四组同学交流他们的`经验。第四组同学交流他们的
资料，让同学感受智慧的作用。

（1）用巧妙的方法如挤眼睛向他人求救；



（2）人身安全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避免无谓激怒对方；

（4）采用心理战术，镇定自己，威吓对方；

（5）利用周围环境躲避；

（6）把自己与对方认真比较，确定最佳处理方案；。

心灵感悟：我们同学遇到意外险情与伤害需要冷静，运用最
有效求助方法。有能力将犯罪制服，勇敢搏斗；没有能力制
服时可以用呼救法、周旋法、恐吓法以脱身，不得已，两害
相权取其轻，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

教师点评：青少年要有自我保护的智慧和方法。

教师分析：小峰靠法律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介绍与我们
中学生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种权益，如：受教育权、人身自由
权、荣誉权、名誉权、姓名权、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对青
少年的教育、引导和保护，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
件和环境，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要拿起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我国于1991年9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1996年6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

教师小结：青少年学生要树立法制意识，依法维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班会小结与反思篇三

上周日产品设计专业于教一314晚点名时开展了有关各类大学



生安全意识培养的班级会议，根据班会开展情况我们进行了
以下几点总结。

无论是消防和宿舍安全、聚会安全、交通安全、网络安全、
防盗防骗以及其他反面安全问题，问题的源头都是学生的低
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轻信他人等。安全涉及到每个人
的学习及日常生活：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防火安全等等，
树立安全意识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最直接方式。增强安全意识，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是大学生确保安全的最
根本保障。具体来说，作为大学生，要主动学习安全知识，
认真阅读《大学生安全知识手册》，将知识牢记于心，将教
训铭记才能防患于未然。

事故发生时，我们应怎么做？根据案例，许多悲惨的事故源
于没有及时的解决方法，如：聚会时醉酒，火灾时逃生方法。

火灾中的求生原则：

1、坚定的逃生信念和生存的信心；

2、节约点滴时间创造逃生机会或求救机会；

3、正确选择逃生路线，心中有数，有备无患；

4、判断火情，灵活逃生；

5、有秩序逃生避免踩踏等；

6、不要滞留在危险区域；

7、充分利用消防设施；

8、团结友爱、勇于助人。

饮酒过量会引起一些并发症，如胃肠黏膜损伤、消化道穿孔、



急性胰腺炎，后果严重的话，还很有可能引起死亡。

轻度中毒者：眼部充血、颜面潮红或苍白、头晕头痛、言语
增多。可喝醋水（食醋加温开水）或吃新鲜水果。

中度中毒者：动作笨拙、言语含混，应喝醋水或白开水，用
手指刺激咽部，将胃内食物及酒吐出。必要时洗胃，然后静
卧，注意保暖。

重度中毒者：躁动不安或昏睡不醒、皮肤湿冷、口唇发紫、
心跳加快，甚至抽搐、昏迷。此时应急送医院治疗。一旦出
现呕吐症状，应该立即让其侧卧，以免呕吐物误入呼吸道，
同时为醉酒者解开领带、衣扣、裤带等，以保持呼吸畅通。

加强网络安全意识：遵守网络法律法规；提高警惕加强自我
防范；科学合理使用互联网。

大学生涯美丽而短暂，把握这宝贵的大学岁月需要不懈的努
力和奋斗，有了安全的保障这些才有意义。“生命没有彩
排”，我们特别要时刻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因为只有我
们平平安安的，那些深爱着我们和我们深爱着的人才能真正
地幸福！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班会小结与反思篇四

班会目的：透过开展以“珍爱生命，安全第一”为主题的'安
全知识教育班会，增强学生的假期安全意识，学会一些安全
知识，到达用心预防危险的发生并提高学生自我保护的潜力。

转瞬间今年的暑假已经到来，为了我们的安全、健康、愉快
的渡过这个较长的假期，我们班针对学生的活动特点和社会
形势，特搜集了部分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的知识，期望和学
校共同做好学生假期的安全防范教育和管理。



1、坚决不到户外有水的地方游泳或玩耍

2、遇到有人溺水要快速呼喊成年人，不能独自救援。

3、要对防溺水安全有足够的认识，即使有家长陪同时也要注
意游泳安全，防止意外事故。

如今机动车辆增多，交通事故频发，我们在校生对交通安全
形势并不必须了解，在假期从行路、过马路（十字路口）、
骑车、乘车、下车等方面学习常识教育。

１、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树立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2、行路时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不翻越栏杆，不在道路上开展
娱乐、游戏活动，更不能扒车、强行拦车或朝车上扔石子、
翻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等。横过公路、铁路时，要“一站
二看”确认安全后快速透过。

3、骑自行车时应在非机动车道内顺序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
应靠路右侧行驶。不超速、逆向行驶，更不能追逐骑车、脱
把骑车。

4、不乘坐非营运车辆和营运超员车辆，乘车时，头、手不能
伸出车窗外，以免发生意外，下车时应确认无车辆来往后再
离开。

假期中我们接触社会的机会增多，各类社会治安和违法行为
就可能出现，为此，应加以重视。

1、正确认识遇到的人和事，明辨是非，提高预防各种侵害的
警惕性，消除对危险的麻痹和侥幸心理。树立自我防范意识，
学会正确的报警、求助，在遇到异常状况时，不意气用事，
能够冷静、机智、勇敢地去应付。



2、不参加打架斗殴、绑架勒索等违法活动，不到歌舞厅、酒
吧等娱乐场所。

1、不要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室内外
温差太大易加重中暑；在室外活动时尽量多饮一些水等等。

2、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立即到时阴凉通风处休息，补充清
凉含盐饮料；重者送医院抢救。

1、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轻信陌生人说的话或答应给的种
种好处，与非直系亲友外出必须要征得家长同意。

2、不与陌生人网上视频，不要告诉对方自己的家庭住址，不
与对方电话联系，不与对方相约会面，谨防上当受骗。

3、在受到伤害时的应急自救办法和机智求助报警潜力。

除了以上的安全教育外，还有在用电、用火、体育活动、安
全自救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我们相信，在我们学校的教育和
关注下，我们必须会有一个安全进步的假期！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班会小结与反思篇五

六年四班

通过本次队会，学习安全知识，掌握一些安全常识，增强学
生安全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小品、比赛、小快板、游戏等。活动过程：

一、队会仪式：（略）

二、队会内容：



（主持人上场）

主持人（合）：老师们、同学们，你们好！六年四班“安全
自护我能行”主题队会现在开始。

甲：我们是21世纪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乙：我们爱学习、爱劳动，是充满生机的新一代。

甲：我们在党的温暖的阳光下成长，在老师的悉心哺育下一
天天成熟。

乙：我们是肩负重任、跨世纪的新苗。

甲：可是，我们却经常听到一些无端横祸向我们小学生飞来
的噩耗；

这里原先有一句，要删掉。

剧1

d：我，你李叔叔。

c1：李叔叔，怎么没听爸爸说过呀！

d：噢，我是新来的，时间不长，是你爸爸让我来拿东西的。

c1：（开门，让d进来）

d：（左看右看）小朋友，你一个人在家呀

c1：（倒茶）叔叔请喝茶，我爸爸让你来拿什么东西

d：（嘿嘿一笑）来？？拿——钱。



c1：（大吃一惊）

d：（拿出小刀，恐吓道）不准喊叫，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小命，
动作快点。

c1：（乖乖地到抽屉去拿钱给d）

（主持人上场）

乙：独自在家时，生人敲门别理他，是熟人敲门还要多答答
话，刚才a剧中的小朋友就吃了这个亏。下面，我们来看看b
剧中另外一个同学是怎样做的。

剧2

d：我，你李叔叔。

c2：李叔叔，怎么没听爸爸说过呀

d：噢，我是新来的，时间不长，是你爸爸让我来东西的。

c2：（动脑筋想）既然是我爸爸让你来的，那你说我爸爸是什
么样儿。

d：嗯，嘴巴大大的，眼睛圆圆的，鼻子高高的，这样。

c2：有络腮胡子吗

d：没有。

c2：戴眼镜了吗

d：戴了。



c2：哦，你是来拿公文包的吧

d：是的。

c2：那你等着，我去拿。

d：哎，你开门呀！

c2：（走到一边）哼，肯定是个冒牌的，我爸爸从不戴眼镜，
而且，今天早晨我明明看见他拿着公文包上门的，让他等着
吧，他要是再叫呀，我就拨110。

（主持人上场）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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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放鞭炮，也要注意安全，请听朗诵——

剧3

（人物：e、f）

合：节日到，真热闹，小朋友，放鞭炮；

e：柴草旁，屋前后，严格禁止放鞭炮；

f：点炮引，要用香，别用火柴打火机；

e：哑炮未响别去拿，伤了自己损失大；

f：冲天炮，危险大，引起火灾害人家；

e：别拿拉炮对着人，免得炸己又伤人；



f：放鞭炮，害处大，最好自己别放它；

e：有的城市已严禁，我们带头来执行；

合：来执行！

（主持人上场）

甲：我们小学生，也应知道一些消防知识，下面我们就来进
行消防知识抢答赛。

乙：答对了，可竖起一面小旗。

甲：室内装修装饰不宜采用什么材料（易燃、可燃材料）

乙：电器线路破旧应该怎样（及时修理更换）

甲：电路保险丝烧断，用铜线代替对吗（不对）

乙：发现火灾怎么办（赶快拨打火警119）

甲：下面是判断题，分组回答。

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疏散道畅通（对）

甲：携带易燃物品乘公共汽车（错）

乙：消防栓竖在路边碍脚，埋在地下行吗（不行）

甲：我们小学生能去救火吗（不能）

乙：现在是安全知识问答题，必答题。

甲：火灾袭来时，应该怎样做（迅速疏散、逃生）



乙：乘坐汽车时，手和头能往外伸吗（不能）

甲：外出野炊，怎样做才能离开（扑灭明火）

乙：发现有人煤气中毒，我们应该怎样做（关阀、开窗、将
病人移到室外）

甲：小孩外出游泳时，要不要大人带（要）

乙：万一身上着火了，该怎么办（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
盖，压灭火苗）

甲：跳高跳远时，在什么地方跳安全（沙坑里）

乙：假如发了洪水，该往什么地方逃（高处）

甲：刚才大家回答了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各组得旗情况。

乙：__组得旗最多，得第一名？？

甲：那边来了几个同学，他们在干什么（打量一番）你们这
是——

4男（身带标志牌）齐答：我们找不到家了。

男：家（仔细瞧瞧）原来这是一些安全标志。

齐：你能帮我们找到吗

男：在坐的同学，谁能帮他们找到家（点一名学生找）

男：找得很对。下面请你们几位总结一下安全小知识，看看
掌握了哪些安全知识（9人站成圆弧形）

剧5



（每人一句）

（1）小学生，上学校，走路要走人行道，过马路别乱跑，十
字路口看信号。

（2）上下楼梯不拥挤，集体活动守纪律。

（3）家用电器和煤气，使用时要注意，阅读说明再开启。

（4）发生火灾不要慌，快叫大人来帮忙。

（5）放学回家快快走，回家晚了爸妈愁。

（6）遇上骗子多琢磨，抓住机会赶快溜。

（7）一人在家关好门，与人说话要谨慎。

（8）发现坏人来撬门，赶快拨打110。

（9）狗咬猫抓毒蛇咬，

齐：快快快，送医院，医生处理才安全。

乙：学校安全人人讲，安全学校个个赞。

甲：安全知识时时记，注意安全处处提。

乙：愿同学们乘上安全之舟，扬起生命之帆，

（合）：在知识的海洋里乘风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