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震安全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实
用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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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安全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一

1.使学生知道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

2.使学生掌握一些遇到陌生人、触电、交通、遇到火灾的处
理方法。

教室

学习遇到陌生人、触电、交通、遇到火灾的生活常识，培养
有关防范力。

主持人：同学们，生命就像早上盛开的花朵，就像香甜的蛋
黄派，就像水灵的葡萄，它是美好而鲜嫩的。因为有生命，
我们才能享受生活的快乐，才能和父母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怎样保护这珍贵的生命，注
意生活中的安全。我宣布二年一班主题班会“安全，生命的
保护伞”现在开始。

1、首先，请第一组同学上台为我们表演吧。

主持人：同学们，你们帮他出出主意，到底应不应该给他开
门，为什么呢。(学生发表意见)

第一组接着表演，甲：“我爸爸出去了，一会就回来你先走



吧，等爸爸回来了给你打电话。”乙：现在的人们防范意识
真强，我连小孩也骗不了了。

主持人：同学们，无论是你独自在家，还是在路上，遇到陌
生人和你说话一定要小心，更不要相信他的话和他去别的地
方。

2、请第二组为我们表演。

甲生：今天老师和同学们都去站队了，就我自己在屋里值日，
正好我对这台电脑很感兴趣，趁着没人，我插上电看一
看。(做插电动作)哎呀不好，我被电住了!做趴下的动作。

乙生：我回来取红领巾。他在干什么?睡着了?哎呀，他被电
住了。我来拉他，啊!(作动作)我也连电了。

主持人：同学们，学生甲的做法对吗，学生乙的做法呢?我们
接着向下看。 学生丙：(进屋)不好。他们触电了。我要赶紧
找一根干燥的木棒，把他们和电源分开。(作动作)拨打急救
电话120。喂，是急救中心吗，我在石溪中心小学，我们班的
二个同学触电了，快来救命啊。

3、主持人：请看第三组的表演(四人一人一句)

一、红黄绿色三种灯，它的用途要记清：

红灯停止黄灯禁，绿灯亮时方准行。

二、斑马线，在路口，行人过街上面走;

见到红灯停一停，绿灯亮时你再行。

三、横过公路莫慌张，留心左右细张望;

先看左方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行。



四、公路上，汽车跑，莫在路上疯打闹;

玩球类，做游戏，千万别占车行道。

五、见车辆，须避让，追扒扶车易伤亡;

抛物击车无道德，强行拦车更不当。

六、乘公汽，守秩序，先下后上别拥挤;

头手切莫伸窗外，安全回家是第一。

七、上下学，要站队，右侧通行莫忘记;

一路纵队保持好，到家门口再离去。

八、爱生命，遵交规，平安上学平安回;

地震安全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二

对学生进行用电、防火、燃气安全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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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是八年级的学生了。有很多事情我们
都可以独立完成了，家长和老师也把你们看成了小大人。下
面老师有些问题要问问大家，看看你们有没有为成为一名小
大人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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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安全？

3、不当的使用会导致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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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截断电源。

1、家里的插座、插头不能乱动。

2、全家外出时要切断家里的总电源。

3、不私自拆卸、维修电器。

4、使用和操作电器要注意不能有湿水。

5、一旦出现电器故障，立即截断电源。

过渡：生活中，有哪些环境中，用到火？

1、出现过的一些火灾是怎样引起的？（不小心留下了火种）

2、提出问题讨论：如果你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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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导入：20xx年x月x日晚，xx像平常一样在家里写作业，xx
的妈妈搀扶着脚部受伤的爸爸走进浴室，xx写完作业后出来找
妈妈连喊几声都没有听见应答，她来到浴室门口，听见里面
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同时闻到一股煤气味，她赶快用力
推开门，只见父母已双双昏倒在浴室的地上。面对此景，xx并
没有慌乱，她想起课堂上所学的紧急自救知识，按照了老师
教授的方法，迅速关上煤气阀门，打开门窗，由于现场残存
煤气，她担心打电话可能引起爆炸，于是她拿起爸爸的手机，
跑到外面打110、120报警后，还拨通了几个亲戚的电话求救。



由于抢救及时，xx的父母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这个故事警示我们，生活中我们应该掌握一些安全自救的方
法。这样才能够远离危险，快乐的生活。但生活中有些人往
往忽视了这些问题，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讨论：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使用燃气呢？

1、晚上睡觉前和外出时关闭煤气总开关。

2、白天家里有人时，保持厨房窗户打开，使空气流通，预防
煤气中毒。

3、使用燃气热水器时，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打开厨房窗户，
关门厨房的房门，预防煤气中毒。

4、发生燃气中毒后应该迅速关上煤气阀门，打开门窗，（在
泄漏的房间内不能开灯、打电话）走到外面迅速拨
打110、120等及时求救。

总结：时代代召唤跨世纪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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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的孩子们天天快乐，日日平安，成为生活中
的强者。

（友情提醒：家中客人来去较多，督促吸烟的客人掐灭烟头，
小心留下火种。同时在生活中做到不玩火，小小的一颗火心
都有可能引起火灾。特别提醒在寝室中不能带易燃易爆的物
品。如：打火机、摩丝等。）

地震安全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三

1、通过教育，让师生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



2、教育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消防安全、人身安全，饮食
安全，交通安全等。

进行预防春季传染病、校园安全、交通安全等的教育。

一、做好校园课间安全教育。

要求同学们在课间不做剧烈的活动，避免发生各种伤害事故；
不在校园内追逐打闹，教室的门、窗户在开关时应当小心，
以免夹伤手指；不在教室内追逐嬉戏，不打闹，不攀高，不
拥挤，不抢道；不在教室内内打球、踢球。课间操或放学时
不准拥挤推搡，不准将危险品带入校园。

二、做好财产安全教育。

春节刚过，很多学生往往带钱或者带很多贵重物品来，一定
要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钱财，不应该带手机、游戏机、学习
机等贵重物品到校，以免丢失或损坏。

三、做好春季常见传染病预防教育。

春季常见传染病：流感、流脑、麻疹、水痘。易感人群预防
传染病的一般措施也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合理膳食，增
加营养，要多饮水，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宜多食些富含优质
蛋白、糖类及微量元素的食物；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多到郊
外、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不到人口密集、人员混杂、空气污
染的场所去；勤洗手，并用流动水彻底清洗干净；每天开窗
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尤其是卧室、教室等；合理安排
好作息，做到生活有规律；注意不要过度疲劳，防止感冒，
以免抗病力下降；不食、不加工不清洁的食物，拒绝生吃各
种海产品和肉食，及吃带皮水果，不喝生水。不随便倒垃圾，
不随便堆放垃圾，垃圾要分类并统一销毁，注意个人卫生，
不随便吐痰，打喷嚏；发热或有其它不适及时就医；到医院
就诊最好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避免接触传染病人，尽量



不到传染病流行疫区；传染病人用过的物品及房间适当消毒，
如日光下晾晒衣被，房内门把手、桌面、地面用含氯消毒剂
喷洒、擦拭。

四、做好交通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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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结伴外出
时，不要相互追逐、打闹、嬉戏；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围
情况，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报或做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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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直线，不可迂回穿行；在没有人行横道
的路段，应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在确认没有机动车通过时
才可以穿越马路。

5、不要翻越道路中央的安全护栏和隔离墩，更不能在马路上
滑滑板。

6、不要突然横穿马路，特别是马路对面有熟人、朋友呼唤，
或者自己要乘坐的公共汽车已经进站，千万不能贸然行事，
以免发生意外。

7、乘坐公共汽（电）车，要排队候车，按先后顺序上车，不
要拥挤。上下车均应等车停稳以后，先下后上，不要争抢。

8、不要把汽油、爆竹等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带入车内。

9、乘车时不要把头、手、胳膊伸出手窗外，以免被对面来车
或路边树木等刮伤；也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以免伤及他



人。

10、乘车时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
向站立，手应握紧扶手，以免车辆紧急刹车时摔倒受伤。

五、搞好个人卫生

要勤洗澡，勤理发，勤剪指甲，勤换衣服，不随地吐痰，不
乱扔垃圾。

六、做好饮食卫生教育。

要求同学们拒绝三无食品，不吃腐烂变质食品，不吃零食，
不喝生水，不去校外无证摊点上买东西吃，不偏食，不暴饮
暴食，饭前便后要洗手。

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切的前提
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
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地震安全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四

我们不少同学上学、放学每天几次乘坐车辆。然而乘坐车辆
也应该讲究社会公德和掌握应有的乘车常识，以保障人身安
全。

1、乘车须在站台指定地点依次候车，待车辆停稳后先下后上。
上车后主动让座给老人、病人、残疾人、孕妇或怀抱婴儿的
乘客：下车后，应随即走上人行道，千万不要在车前或车尾
急穿马路，以防被车撞倒。

2、不准在车行道上招呼出租车。因为在车行道上招车妨碍交
通，很容易被你招来的以及路上来往的车辆撞倒自己。甚至
会造成因被招呼的车突然导致后车追尾相撞事故。所以，在



人行道或路边招呼出租车才能保证安全。

3、不准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乘车。这些物品会受热、挤
压或意外情况引起或爆炸，造成人身伤亡和车辆损坏。

4、机动车在行驶中，乘车人要坐稳扶牢，防止紧急刹车，不
得将头、手伸出窗外，以免被来往车辆擦伤自己。不准在车
辆未停稳时急忙下车。

5、乘坐大卡车时，不准站立，不准坐在车厢栏板上。否则，
如遇车辆紧急刹或转弯时惯力或抛出车外。乘坐大卡车时，
应蹲下，并抓牢车厢栏板。

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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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横道的道路，要靠
路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最好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结伴外出
时，不要相互追逐、打闹、嬉戏;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围情
况，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报或做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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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在放学排路队时要头戴小黄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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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骑自行车，不要骑速过快，要小心避让，要骑在自行车道
上。(未满十二岁的，不可骑自行车上路)

横穿马路，可能遇到的危险因素会大大增加，应特别注意安



全。

(1)穿越马路，要听从交通民警的指挥;要遵守交通规则，做
到 “ 绿灯行，红灯停 ” 。

(2)穿越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线;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
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

(3)穿越马路时，要走直线，不可迂回穿行;在没有人行横道
的路段，应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在确认没有机动车通过时
才可以穿越马路。

(4)不要翻越道路中央的安全护栏和隔离墩，更不能在马路上
滑滑板。

(5)骑自行车横穿马路，要下车扶车横穿。

地震安全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五

增强学生的冬季安全防范意识，保障自己健康成长，营造安
全、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一、主题导入：

随着冬季的到来，天气寒冷，安全事故隐患随之增多。这一
节课我们举行一次冬季安全教育主题班队会，让大家对怎样
注意冬季安全佑个了解。

二、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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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乘坐“三无”车辆。

三、防溺水、防滑冰。

1、防滑:由于长时间强降雪，地面积雪较厚，在经过踩压后
就形成了一层光面，在气温稍高冰面开始融化时,尽量减少外
出频率，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如确需外出，要穿防滑鞋
或在脚上绑根旧布条,手上不宜拿伞、棍等细长物品。

2、防冻：外出时穿戴好保暖衣帽。耳、鼻、手不宜长时间暴
露在外。

3、防病：活动出汗后立刻到室内用干毛巾擦干汗水脱掉已湿
衣服，换上干爽衣服，条件允许时可先洗个热水澡。每天保
持室内通风半小时防止感冒病毒滋生。

4、做到“四不”，即不私自下水或滑冰;不擅自与同学结伴
滑冰或打捞水中物品;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到秦渠边游
玩;不到危险地域、沟渠滑冰游玩。

四、预防冬季火灾

(1)任何同学不准携带火柴火机等火种进学校。

(2)不得带x等进校园，在校外，走亲访友时也要小心，远离



这些危险物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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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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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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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严禁在森里等地玩火。

(7)、人离开住处时，要将充电器、电脑等电源切。

(8)、做饭时，人补能离开，以免干锅引起火灾，出门时要关
掉燃气阀。

五、防煤气中毒

1、煤气中毒的季节和原因

(1)每年的冬天,人们烤火或用热水器洗澡的时稍不注意,就会
发生煤气中毒的现象。

(2)因为天气的问题，关闭所有窗户，导致空气不流通引发煤
气中毒。

(3)由于用户的忽略，导致煤气瓶的阀门没有关闭，从而引发
煤气中毒。

2、煤气中毒的过程

3、煤气的症状



一氧化碳气体能与人体红血球中血红蛋白结合，使血红蛋白
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而是人发生中毒。中毒前期出现的症状
是：头昏头痛，眼花心慌，恶心呕吐，紧接着上述症状加剧，
眩晕昏睡，脉搏细快而弱，血压下降。最后常常因为严重缺
氧而窒息死亡。

4.急救的方法

如果发现煤气中毒的患者，首先应该立即打开门窗，将患者
移到空气新鲜通风透气的地方,紧接着通知医院派车和医生前
来抢救。

六、防人身侵害教育。(防暴力)冬季白天时间短，要按时回
家，不与陌生人接触;不携带、使用管制x，积极举报携带、使
用管制x的行为;不做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事情，不做有危险
的游戏。

七、禁放x，没有大人的陪伴不准私自燃放x 。

八、防踩踏事故。

节假日不要到人群密集拥挤的地方去。

(一)遭遇拥挤的人群怎么办

1.发觉拥挤的人群向着自己行走的方向拥来时，应该马上避
到一旁，但是不要奔跑，以免摔倒。

2.遭遇拥挤的人流时，一定不要采用体位前倾或者低重心的
姿势，即便鞋子被踩掉，也不要贸然弯腰提鞋或系鞋带。

3.如有可能，抓住一样坚固牢靠的东西，例如路灯柱之类，
待人群过去后，迅速而镇静地离开现场。



(二)出现混乱局面后怎么办

1.在拥挤的人群中，要时刻保持警惕，当发现有人情绪不对，
或人群开始骚动时，就要做好准备保护自己和他人。

3.当发现自己前面有人突然摔倒了，马上要停下脚步，同时
大声呼救，告知后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

4.若被推倒，要设法靠近墙壁。面向墙壁，身体蜷成球状，
双手在颈后紧扣，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九、锁好门窗，看管好个人物品，不给陌生人开门，提高防
盗意识。

十、防食物中毒

1、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湿、擦、搓、捧、干”，人人饭前便后不忘做，病菌不入
口。

2、路边饮食、零食拒入口，疾病远离我。

3、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不吃隔餐食品、牛奶。

4、购买眼睛、鳞片明亮有光泽、肉质有弹性、无腥臭味的
鱼;呈粉红色具弹性的肉;绝不买头、脚部以及尾扇部变黑、
头部快脱落的虾。

5、防交叉污染：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贮放;烹调时，
生、熟食分开处理，保持餐具与食器清洁。

6、禽畜类食物先除去内脏、清洗，并依每餐份量个别包装存
放冰箱;蔬菜去污、除烂叶，不以一般报纸(可用白报纸)包裹
置冰箱内，防油墨食入体内有碍健康。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



食品卫生习惯。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不购买“三无食品”。就
是没有商标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有
厂址的食品不能买。天气炎热，微生物繁殖迅速，食品容易x
变质，一旦不注意易发生食品中毒，故烹调及保存食物时应
特别注意卫生，尤其是厨房环境设施卫生、个人卫生及食品
原材料调理都要注意。

2、除了服药预防外，食疗也是方便可行的选择。一根白萝卜、
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
就能够达到增强呼吸道防护能力的作用。

发生身体不适怎么办?

1、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2、饮水。立即喝下大量洁净水，稀释x。

3、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能将胃里的食物吐出。

4、用塑料袋留好呕吐物或粪便，送医院检查，以便于诊断。

十一、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些什么?你决心以后怎样做?

希望同学们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并
且相互提醒，积极向我们的同学、家长宣传安全知识。自己
健康成长、家人幸福快乐，安全是前提。

最后，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快乐!



地震安全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六

1、了解地震发生时的自我保护措施和应对地震后被压埋的方
法。

2、发现周围人群应对地震的措施中存在的问题。

过程与方法 1、通过小组合作，了解地震发生时应如何自我
保护。

3、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我们周围人对地震的预防措施。 情感、
态度、价值观 增强防震意识和在地震中的自我保护能力。

了解地震发生时的自我保护措施和应对地震后被压埋的方法。

如何判断我们在地震中的作法是否正确有效。

学生准备：上网收集有关地震对人们造成的影响的新闻和地
震的真实案例。

收集有关地震的图片、录像等资料。

一、教学引入

1、观看教师出示的的反映地震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的图片和录
像。

2、阅读课本“案例聚焦”中的案例。

3、学生交流收集到的有关地震的新闻以及关于地震对人们生
活影响的资料。

二、学习地震有关知识

1、小组合作讨论：遇到地震时自己可能会怎么做？



2、将自己的做法与“智慧加油站”中的做法进行对比，找出
存在的差异，看看哪种方法更合理。

三、调查分析防震避险措施

1、列出对各项措施的判断依据。

2、设计调查问卷，从自我保护知识、逃生措施、应急物品准
备、疏散路线等方面了解人们的防震意识。

3、整理调查结果，讨论人们防震意识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改
进意见。

四、开展班级防震演练

1、列举学校的地形特点及教室所处的地理位置，找出地震发
生时的安全躲避位置与适合的逃生路线，确定防震方案。

2、开展防震演练。

3、讨论学习中发现的问题和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
改进建议，完善地震的应急措施。

五、课后拓展

与班级小组成员一起从防震用品、安全躲避位置、逃生路线
等方面制订班级防震演练计划。（应确定防震计划中各个方
面的具体内容）

地震安全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七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文规定：未满十二周岁
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而当你已达到法定的骑车年
龄，准备骑车，则必须认真学一学交通规则和掌握安全骑车



要领。

自行车首先应该保持机件完好，安全设备、牌证齐全有效。
骑车前，应该先检查一下铃、锁、刹车、车轮、龙头等是否
完好。学骑自行车时，应选择广场、操场或人车稀少的道路。
严禁在交通繁华地段学骑自行车。

1、在非机动车道内按顺序行驶，严禁驶入机动车道。在没有
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行驶，就尽量靠右边行驶(距路边边
缘线1.5米以内)，不要在公路中间行驶，不要扶身并行，互
相追逐或曲折竞驶，不要双手离把、攀扶其他车辆或手中持
物，更不能逆向(在路左边)行驶。

2、骑车至路口，应主动地让机动车先行，遇(红灯)停止信号
时，应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超越停止线)。严禁越线闯红灯。
遇有陡坡或冰雪路段及车闸失效应下车推行。

3、骑车转弯前，要减速慢行向后了望，伸手示意。左转弯前
伸出左手示意。同时要选择前后无来往车辆时转弯，切不可
在前后有来往车辆进突然猛拐，争道抢行。在交叉路口转弯
时要转大弯行驶。

4、自行车在道路上停放，应按交通标志指定的地点和范围有
秩序的停放。在没有设置交通标志的路上停放也不要影响车
辆、行人的正常通行。

5、在大、中城市市区道路上，不准骑自行车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