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三安全教育班会教案(汇总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
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
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月三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20xx年05月12日

小一班

健康

《防震减灾》

1、初步了解地震前自然界的异常表现，培养孩子们的观察能
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2、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演练遇到地震这种突发事件时有
秩序地逃生自救的技能，让幼儿掌握来不及逃离的情况下如
何躲避地震伤害的本领。

有关地震防震图片和视频。

“安全重于泰山”，安全工作最重要的。我们在汶川地震发
生后及时在园开展防震知识普及和防震演练，增强幼儿的安
全意识，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一)、通过学儿歌，让幼儿初步了解地震前自然界的异常表
现，培养孩子们的观察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1、观看视频(地震预兆)



2、震前井水变化的谚语：

井水是个宝，地震有前兆。无雨泉水浑，天干井水冒。

水位升降大，翻花冒气泡。有的变颜色，有的变味道。

3、动物反常情形的谚语：

震前动物有预兆，群测群防很重要。牛羊骡马不进厩，猪不
吃食狗乱咬。鸭不下水岸上闹，鸡飞上树高声叫。冰天雪地
蛇出洞，大鼠叼着小鼠跑。兔子竖耳蹦又撞，鱼跃水面惶惶
跳。蜜蜂群迁闹轰轰，鸽子惊飞不回巢。家家户户都观察，
发现异常快报告。

植物在震前也有异常反应，如不适季节的发芽、开花、结果
或大面积枯萎与异常繁茂等。

(三)、进行简单的防震演练

(四)、活动小结;

本次活动我们通过图片，儿歌，视频，实际演练等方式使大
家基本掌握了地震这种突发事件时有秩序地逃生自救的技能，
让大家掌握来不及逃离的情况下如何躲避地震伤害的本领。

三月三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3月31日(星期四)下午1—2节课。

幼儿园、小学部由班主任分班组织召开家长会。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家长签到。各班在召开家长会前组织学生家长签到，确保



所在班级每位家长准时参加，家长会结束后将签到册交安稳
办存档。

2、组织学生及家长观看《20xx年全国中小学生(幼儿)预防溺
水专题教育片》。

3、班主任带领学生及家长共同学习“七不、三要”安全制度，
学习方式可多样化。

4、宣传学校常规安全管理工作。

(1)护学岗制度。每天上放学接送方式，午间安全管理，晨午
检，空闲时段安全监管，校园x防暴队及护校队等相关工作。

(2)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及食品安全管理。包括学校食堂的采购
渠道、食堂留样、陪餐、定期消毒、工作人员定期体检等相
关安全工作。

(3)学生请假离校制度。上课期间学生管理、请假制度、校园
门卫管理等。

(4)校园周边巡查制度及信息员制度。强调学生及家长信息员
队伍的建设和落实情况，宣传学校的相关政策奖励及要求，
做好家校共育工作。

(5)1530安全教育模式。每天放学前1分钟安全教育，每周放
学前5分钟安全教育，假期放假前30分钟安全教育。

(6)宣传“重庆市安全教育平台”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作用，要
求学生及家长配合学校积极完成相关学习。

5、班主任强调常规安全教育。包括交通、消防、食品、自然
灾害、法制、校园欺凌等。



6、发放《防溺水专题倡议书》及信息员联系卡，倡议书签字
并回收。

1、家长会前提前通知各班学生家长准时参加。

2、提前写好家长会讲稿，结束后与签到册一并上交安稳办存
档。

3、家长会结束后强调放假前的安全，组织学生在家长带领下
平安离校。

三月三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1.使学生知道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

2.使学生掌握一些在家遇到火灾、触电、食物中毒、遇到坏
人对付处理方法,有一定应变能力。

教室

学习防火、防触电、防中毒、防坏人破坏的生活常识,培养有
关防范力。

教具:玩具电话一个、电视模型一个、电插头一个,一盆水和
毛巾一条,黄瓜一条。

1、第一组代表表演防火:(一人读情节过程,三人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发生火情应该怎样与消
防队取得联系?(打火警119、讲清出事地点详细地址、火势情
况)



3、学习防触电知识的情景表演:

(1)第二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讨论观察表演后讨论:

a.提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做的?

4、学习防中毒知识的情景表演:

(1)第三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第四组代表: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匪警、火警、急救中心电话各是什么?

遇坏人打110,着火打119,急救中心120。

2 遇到火情,危险情况时,要保持镇静,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防火:不要在易燃物品(棉织物、柴草堆、木板堆、柴油汽油
库等)附近玩火、放鞭炮。注意(液化气)灶的合理使用,用完
电熨斗、电炉后应立即拔出插头。

防触电:自己不随便摆弄电器,用久的电器设施要注意检查、
维修。

防中毒:不吃过期、腐烂食品,有毒的药物(如杀虫剂、鼠药
等)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三月三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为了有效遏制学生溺水死亡事故的发生，根据嘉开社发〔20xx〕
5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经研究决定开展预防溺水事
故专项教育活动。

通过开展预防溺水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提高学生自我保护能力。进一步完善学校预防溺水教育的各
项制度，提高学校安全管理水平，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全体学生

5月20日至7月10日

围绕“四个突出”,提高“防溺水”安全教育实效。

四个突出：

1、突出抓重点对象教育，对平时擅自游泳的学生及时做好思
想工作,进行细致入微的教育。

2、突出抓重点时段教育，如：放学、双休日、节假日等。

3、突出抓防溺知识教育，教育学生正确的自护自救和相互急
救方法等。

4、突出抓纪律教育，一经发现私自游泳的，要立即制止和批
评教育，杜绝溺水事故发生。

同学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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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愿大家今天好，明天会更好!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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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懂得溺水的主要原因和自救的方法

教学过程：

青少儿学生是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希望。提高青少年学生的
综合素质，特别是少年学生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生存能
力，都是开展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如今的社会里，车祸、
中毒、溺水……剥夺了许多宝贵的生命，尤其是溺水最为严
重了。了解溺水和如何防止溺水显得非常重要。

(一)我们身边的溺水事故

暑假是广大师生集体外出旅游、夏令营、游乐、疗养活动的
高峰期，也是中小学生意外事故，尤其是溺水、交通事故的
高发期。据了解，去年暑假，我省、我市发生了多起学生溺
水事故。据某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统计，该中心去年4月1日
至6月9日，共接到溺水求救电话15个，平均每4天半就有一宗
溺水事故发生，其中急救车到现场后，患者已死亡的达10人，
占67%。事故现场多为农村水塘，溺水者多为初中、小学学生。

(二)溺水致死原因

主要是气管内吸入大量分阻碍呼吸，或因喉头强烈痉挛，引
起呼吸道关闭、窒息死亡。

(三)症状

溺水者面部青紫、肿胀、双眼充血，口腔、鼻孔和气管充满
血性泡沫。肢体冰冷，脉细弱，甚至抽搐或呼吸心跳停止。

(四)自救与救护



当发生溺水时，不熟悉水性时可采取自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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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深吸气时，人体比重降到0.967，比水略轻，可
浮出水面(呼气时人体比重为1.057，比水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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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游泳者，如果发生小腿抽筋，要保持镇静，采取仰泳位，
用手将抽筋的腿的脚趾向背侧弯曲，可使痉挛松解，然后慢
慢游向岸边。

救护溺水者，应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观察清楚位置，从其
后方出手救援。或投入木板、救生圈、长杆等，让落水者攀
扶上岸。

出水后的救护：

首先清理溺水者口鼻内污泥、痰涕，取下假牙，然后进行控
水处理。救护人员单腿屈膝，将溺水者俯卧于救护者的大腿
上，借体位使溺水者体内水由气管口腔中排出。有些农村将
溺水者俯卧横入在牛背上，头脚下悬，赶牛行走，这样又控
水、又起到人工呼吸作用。如果溺水者呼吸心跳已停止，立
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同时进行胸外心脏按摩。

(五)如何防溺水

游泳，是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体育锻炼项目之一。然而，不做
好准备、缺少安全防范意识，遇到意外时慌张、不能沉着自
救，极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

为了确保游泳安全，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必须做到以下几
点：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摸底和不知水情或比
较危险且宜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好的游泳



场所，对场所的环境，如该水库、浴场是否卫生，水下是否
平坦，有无暗礁、暗流、杂草，水域的深浅等情况要了解清
楚。

2、必须要有组织并在老师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
以便互相照顾。如果集体组织外出游泳，下水前后都要清点
人数、并指定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3、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平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
参加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
动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待适
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
呛水时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贸然
跳水和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
流和漩涡处游泳，更不要酒后游泳。

5、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
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6、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部抽筋，千万不要惊慌，可用力蹬
腿或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按摩、拉扯抽筋部位，同时呼叫同
伴救助。

7、在游泳中遇到溺水事故时，现场急救刻不容缓，心肺复苏
最为重要。将溺水者救上岸后，要立即清除口腔、鼻咽腔的
呕吐物和泥沙等杂物，保持呼吸通畅;应将其舌头拉出，以免
后翻堵塞呼吸道;将溺水者的腹部垫高，使胸及头部下垂，或
抱其双腿将腹部放在急救者肩部，做走动或跳动“倒水”动
作。恢复溺水者呼吸是急救成败的关键，应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可采取口对口或口对鼻的人工呼吸方式，在急救的同时
应迅速送往医院救治。



(六)遭遇溺水你该如何自救

暑假期间，许多同学都喜欢结伴出游，特别是因为天热，大
家都愿意到水边玩耍、游泳，往往这时，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的情况。

当发现有人落水时，救助者不要贸然去救人，因为一旦被落
水者抓住将十分危险。在水中与落水者纠缠不但会消耗救助
者的大量体力，有时甚至会导致救助者体力耗尽最终丧命。
如果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而救助者又具备一定的救护技巧，
那么救助者在下水前应尽快脱去衣裤和鞋子，在向落水者接
近时，要尽量避免被落水者抓住。

综上所述，溺水是非常危险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安全意
识，安全第一，防患于未然。水无情，人有情。其实，只要
我们在生活中注意各种游水、戏水事项，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学会在遭遇溺水懂得如何自救和他人遭遇溺水时如何抢救，
溺水事件还是可以防止的。

三月三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1.使学生知道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

2.使学生掌握一些在家遇见火灾、触电、食物中毒、遇见坏
人的处理方法。

教室

学习防火、防触电、防中毒、防坏人破坏的生活常识,培养有
关防范力。

1、第一组代表表演防火：(一人读情节过程,三人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发生火情应该怎样与消
防队取得联系?(打火警119、讲清出事地点详细地址、火势情
况)

3、学习防触电知识的情景表演：

(1)第二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讨论观察表演后讨论：

a.提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做的?

4、学习防中毒知识的情景表演：

(1)第三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5、学习防坏人破坏知识的情景表演：

(1)、第四组代表：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匪警、火警、急救中心电话各是什么?遇坏人打110,着火
打119,急救中心120。

2遇见火情,危险情况时,要保持镇静,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注意事项：

防火：不可以在易燃物品(棉织物、柴草堆、木板堆、柴油汽
油库等)附近玩火、放鞭炮。注意(液化气)灶的合理使用,用
完电熨斗、电炉后应立即拔出插头。



防触电：自己不随便摆弄电器,用久的电器设施要注意检查、
维修。

防中毒：不吃过期、腐烂食品,有毒的药物(如杀虫剂、鼠药
等)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同学们,生命像是一根丝线,一端系着昨天,一端系着明天。站
在两端之间,我们才知道：因为生命,我们才会拥有今天,因为
今天,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延续。

生活中总有一些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没有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天我们的目的便
是培养大家的这种意识和能力,在紧急时刻我们能用自己的经
验和知识去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一次小小的意外就可能吹
破生命那张薄弱的纸,一点点烛光可能很微弱,寒风、冷雨会
将它随时浇熄,但如若我们将它捧在手心,细心呵护,那一点微
弱的烛光就可能照亮整个世界。

让我们把心中的温暖献给这美丽的生命吧!

三月三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六

活动目的：

1.教给学生一些在常见的多发性灾难中必要的逃生常识。

2.培养学生形成遇大事不惊慌的心理素质。

3.训练他们在灾难中的逃生技巧。

活动过程：



（一）火灾中看我逃生

（二）生存智慧讨论总结

1、拨打火警电话 119。

2、手捂湿毛巾排成纵队弯腰靠墙迅速离开教室。逃生中要避
免火、烟之危害， 一般离地面 30 厘米仍有残存空气可以利
用。

3、在逃离过程中要及时关闭后面的门，组织危险的追赶。

4、如果被关闭在屋里了，不高的地方要利用窗帘或者床单迅
速逃离。很高的地方要打开门窗子保证空气的流通。

（三）马路上的安全意识

（四）讨论总结

1、过马路左右看，不在路上跑和玩。

2、红灯停，绿灯行，看见黄灯等一等。

3、在马路上行走，要靠右边。过马路要走人行道。

4、放学路上不打闹，挨近队伍快点走。

5、仔细避开接孩子的车子。小心碰了！

小孩子总是记不住你告诉他的很多道理，为了加深孩子的印
象应该进行演习，从而帮助孩子识记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