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优质10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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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1、通过活动的开展。使学生了解有关毒品的知识。

2、教育和引导学生认识毒品的危害，提高抵御毒品的自制能
力。

3、使学生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信念。

教学过程一、谈话引入，出示主题同学们，你们是祖国的花
朵，民族的未来，你们的生活多姿多彩，你们的生命灿烂，
前途广阔，但是你们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却有一种东西令
许多人痛不欲生，它令许多人丢掉了宝贵的生命，使无数家
庭支离破碎，令人谈之色变，现如今，它也成为人类最严重
的公害，它就是毒品，它不仅危害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而且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影响着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许在座的有些同学会不以为然，认为
此事与我无关，殊不知，近几年来，毒品已进入到了中小学
生中间，并且每年都有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为了增强你们抵御毒品的自制能力，今天，老师特意开
展“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的主题班会。



二、了解毒品，认清危害

(一)什么是毒品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
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
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二)认识毒品常见的毒品有：鸦
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摇
头丸、止咳水，这些毒品长期吸食都会成瘾，对人体产生危
害，而且容易感染疾病，服用过量，还会导致夭折。

(二)认清毒品的危害

1、毒品会毁人健康，一些中小学生，对毒品的危害一无所知，
通过一些“有经验”的人的介绍对毒品产生好奇心理，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去吸食毒品，从而走上不归路。有一名初三年
级的学生，身体很健康，学习也很好，为了能够考上一所好
的高中，每天学习、复习到很晚，身体感觉很疲倦，就在这
时，有人给他拿来了一点“白粉”，告诉他说，这是一种灵
丹妙药，只要稍稍吸一点，就会精神百倍，让他试试，过后
他的愿望会实现的。这个学生信以为真就吸了，结果，染上
了毒瘾，学习一落千丈，身体也垮了，最终他没有走进理想
的高中，而是进了戒毒所。

有一名年轻的医生，接触了很多的吸毒者，他对吸毒的人又
憎恨又不解，在他看来，凡事都能戒掉，关键是有没有毅力。
他决定以身试毒，为吸毒人作出“榜样”。没想到，他吸食
毒品后，和他见到的那些吸毒人一样对毒品戒断不了，成了
毒品的俘虏。

最后，他自杀了，留下一句话：“别学我!的确，好奇心往往
为了“试一试”，这样的念头就是走吸毒不归路的开端。

2、毒品会让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个人一旦吸毒成瘾，就
会人格丧失，道德沦落，为购买毒品耗尽正当收入后，就会
变卖家产，四处举债，倾家荡产，六亲不认，“烟瘾一来人



似狼，卖儿买女不认娘”。家中只要有了一个吸毒者，从此
全家就会永无宁日，就意味着这个家庭贫穷和充满矛盾的开
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往往就是吸毒者家庭的结局。

一年轻男子，有一份好的工作，收入可观，他第一个在村里
建起了别墅，够买了豪华轿车，在村里可谓是一名“亿元
户”，他也是村里人奋斗的榜样。几年后，娶了妻子，生下
可爱的女儿，他为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而骄傲，在一次出
差的途中，他结识了一个“哥们儿”，在“哥们儿“的诱导
下，他开始吸食毒品，起初，他只是用兜里的钱，慢慢的，
兜里没钱了，他就拿存折里的钱，存折里没钱了，就卖车子、
卖房子，妻子看到他已无药可医，就带着孩子离开了他，这
个人最后沦落街头，成了一名乞丐。

3、毒品会导致堕落、犯罪。

“吸进去的是白色粉末，吐出来的却是自己的生命。”面对
毒品，江总书记指出：禁毒斗争是全民族的一件大事，关系
到中华民族的兴亡。“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让你我共同努力，为打造和谐社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主题班会一、班会目标通
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什么是毒品、它有什么危害，教育他们怎
样自觉防范，远离毒品，塑造美好人生。

二、班会内容设计

1.什么是毒品?常见的和最主要的毒品有哪些?毒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
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
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品和精神药品。

常见和最主要的毒品------鸦片、吗啡、海洛因、摇头丸、
可卡因、大麻。



2.毒品的危害是什么?

(1)毒品毁人毁健康。

(2)毒品令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3)吸毒导致堕落、犯罪。

(4)吸毒危害社会，成为世界公害3.班主任介绍案例“吸毒者
的自述”4.防毒的五种措施(1)直截了当法----坚定直接地拒
绝引诱。

(2)金蝉脱壳法----根据不同情况找借口委婉拒绝。

(3)主动出击法----立刻提出反建议。

(4)秘密报案法----寻找机会偷偷告诉你依赖的人，或者秘密
拨打110报警，民警叔叔会迅速给予你帮助。

(5)及时告知师长法----当毒贩毒友逼你吸毒并威胁你时，一
定不要被他们威吓住，要在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师长。

5.介绍有关禁毒的法律法规6.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讨论“为什
么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7.教师总结：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
害。

它不仅危害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且严
重威胁着社会安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中国的近
代史上，毒品曾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如今，毒品问
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它与恐怖主义、艾滋病并称为当今世
界三大公害。中小学生从小要有防范毒品的意识，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塑造美好人生!三、教学方法1.展示有关毒品和吸
毒者的悲惨图片，帮助学生更加真实地了解毒品的危害，受
到心灵的震撼，从而自觉地树立“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



意识。

2.利用多媒体和网上查询资料的方法让学生多渠道了解毒品
的危害，积极呼吁“yestolife,notodrugs!”希望通过这次主题
班会，使学生了解什么是毒品，毒品是怎样摧残人性和人体
的，是怎样危害社会的;懂得种毒、吸毒、贩毒都是犯罪行为，
从而自觉远离毒品，坚决与吸毒、贩毒的犯罪行为作斗争。

真正达到知法，守法，自觉地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做知
法、守法的模范。

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学习家庭生活安全知识，进一
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掌握一些自救自护
的本领。珍惜生命，健康成长。

1、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家庭安全方面的资料。

2、制作相关的课件。

3、黑板上用彩色粉笔书写“珍惜生命 安全第一”八个美术
字。

一 谈话引入：

二 家居安全

1、 用电安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
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 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
室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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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 ：全国平均每天发生交通事故 1600 起 , 死
亡 257 人 , 受伤 1147 人 , 直接经济损失 731 万。真是
令人痛心。提醒学生们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上放学时一定



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时要提高警惕，注意来往的车辆。
及时消除交通隐患。

四 校园内应注意的安全

1、防火：学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防火是学校安全的重要问
题，

1) 禁止在校园内玩火、放炮。

2) 上实验课要注意老师的要求，不要随意乱动药品。

3) 定期检查防火设施发现损坏应立即修复。希望大家能齐抓
共管。共同参与到校园安全防范的活动中来。

2、防盗 ：保管好个人财务。不在教室上课时或下课期间要
锁好门窗。坚决杜绝外来陌生人员进入校园。在外乘车或外
出期间要看管好自己的钱财，对可疑人员要提高警惕，加强
防范意识，发现盗窃事件即时报警。

3、防校园暴力 ：同学之间要与睦相处，互帮互助，团结友
爱。若存在分歧、矛盾要及时沟通化解，不要心存怨恨。若
发现对方寻衅滋事应及时 向有关 老师反映情况，寻求学校
的帮助。

五 体育运动安全 ：

在体育运动中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听从体育教师的安排与
调度，不可私自活动或打闹。老师讲解动作要领时要认真听
讲，在做有一定难度的动作时要学会自我保护，加强保护意
识。在做器械运动时要检查好器械是否存有安全隐患问题。

六 发生火灾怎么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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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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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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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实践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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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快板表演：安全知识小结

家用电器与煤气，阅读说明再使用。

发生火灾不要慌，断电呼救第一桩。

放学回家快快走，回家晚了爸妈愁。

遇上骗子多琢磨，抓住机会赶快溜。

一人在家关好门，与人说话要谨慎。

发现坏人来撬门，赶快拨打110。

安全隐患时时有，注意安全处处提。

安全常识牢牢记，快乐常伴我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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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的
情况或危险，就能健康地成长。

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落叶在空中飞舞，谱写着一曲曲感恩的乐章，那是大树对滋
养它的大地的感恩;白云在空中游弋，绘画着一幅幅感人的画
面，那是白云对哺育它的蓝天的感恩。因为感恩，才会有这
个多彩的社会;因为感恩，才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真谛。在此
感恩节来临之际，校园使者团又迎来了第四届感恩节活动。

本次活动以“感恩xx小学，与爱同行”为主题，借此升
华“爱在xx小学”的主旨，弘扬xx的感恩情节，将感恩之情
深入人心，通过本次感恩活动表达我们感恩的心声。让“爱
在xx小学，爱在校园使者团“的思想传得更远。

20xx年11月22日

感恩树前

全体师生员工

第一部分：“爱，要大声说出来”征文活动

(二)协助办公室开展此次活动

社会实践部

(一)负责感恩卡片的设计

(二)协助办公室开展本次活动

(一)工作分配有序，注意协调。



(二)增强时间观念，按时完成任务。

(三)在活动过程中注意使者形象及工作态度。

(四)活动结束后每人写一份活动总结。

(五)活动期间要求全体成员佩戴工作证及徽章。

感恩卡片：500张x0.4=200元

条幅制作：75元

丝带：90元

总计：365元

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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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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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篇六

1、对学生进行防寒防冻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2、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能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自己。

冬季，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我们如何做好人体的防寒保暖
呢?本节课我们讲讲冬季防冻知识。

一、最常见的冻伤部位

多发生在手指、足趾、手背、足跟、耳廓、鼻尖、面颊部等
处。这些部位都在身体的末端或表面，血流缓慢，且又经常
暴露在外，局部温度低，极易受寒冷的伤害。

二、最容易发生冻伤的时机：

冬季夜间温度很低，经常在-8℃以下，若夜间行走也容易发
生冻伤。早晚温度也很低，注意防冻，到了严冬季节，时时
刻刻都要注意防冻。

三、判断冻伤的程度：

1、一度冻伤皮肤苍白、麻木，进而皮肤充血、水肿、发痒和
疼痛。

2、二度冻伤除皮肤红肿外，出现大小不等的水疱，水疱破溃
后流出黄水，自觉皮肤发热，疼痛较重。



3、三度冻伤局部皮肤或肢体坏死，出现血性水疱，皮肤呈紫
褐色，局部感觉消失。

四、冻伤的野外救护措施：

原则：尽快脱离低温环境，保暖。

(1)一度冻伤，可让自己主动活动，并按摩受冻部位，促进血
液循环。可用热水(不能太烫)浸泡，再涂以冻疮膏即可。

(2)二、三度冻伤，应尽快脱离低温环境，保暖，促进肢体复
温，不可用雪擦、火烤或温水浸泡，否则会加重冻伤。

(3)二度冻伤的水疱可在消毒后刺透，使黄水流出再包扎，伤
口已破溃者按感染伤口处理。

(4)多喝热饮料(姜糖水、感冒冲剂)，如疼痛可服2片去痛片
治疗。

(5)除去湿的衣服，进入羽绒睡袋保暖。

(6)用温水轻轻地清洁伤处，由于解冻的伤处很疼并且皮肤及
肌肉有可能失去知觉，所以要格外小心。

(7)确使伤处完全干燥(包括趾间)。有创面的用消毒棉花，无
创面的用干净、松软的棉垫子包裹保护伤处并保温。

五、冻伤急救注意事项

冻伤急救时，若一时无法获得温热水，可将冻伤部位置于救
护者怀中或腋下复温。注意冻伤后不可直接用火烤，也不能
把浸泡的热水加热，所有冻伤部位应尽可能缓慢地使之温暖
而恢复正常体温。切忌直接用雪团按摩患部及用毛巾用力按
摩，否则会使伤口糜烂，患处不易愈合。对已复温的患处，
不能再用温热水浸泡，否则会加重组织损伤和坏死。



六、常用药品：

外用：冻疮膏(1支)、消毒棉垫(1包)、纱布(1袋)、绷带(1
个)。

内服：感冒冲剂、姜糖水、去痛片、安定

寒流仍在继续，希望同学们掌握相关知识，注意冰雪天的身
体不要被冻伤。

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篇七

三、听了朗诵后，互动活动：说出最让你感动的事(请几位学
生讲述)

五、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应该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感恩
父母，珍惜自己的至亲，父母的爱是那么的平凡,却又那么的
动人，正如丁香花般的默默无闻，却沁人心脾。

六、歌曲表演《感恩的心》一句简简单单的感谢却包含了无
尽的感动，学会感恩是人生的必修课。

七、班主任总结讲话

在这次“感谢有你”主题班会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同学们
对这次活动的积极参与，他们都在竭尽全力想靠自己的行动
去打动别人。他们的节目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辩论会
非常精彩，手语小合唱也非常感人。听他们讲述自己感恩的
故事，看他们用手语表达自己感恩的心情，作为老师的我心
里也涌起一份真实的感动。我突然感觉，这些曾经在我眼里
长不大的孩子竟会如此独立，如此懂事，他们都是些善良纯
洁的孩子，他们对他们的父母、老师、朋友，甚至生命中所
有的人都拥有一颗诚挚的感恩的心，他们是想通过这次活动，
将自己对于感恩的感受抒发出来，积极影响身边的人也常常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或许我们平时都不会直接抒发自己的情
感，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必要让身边的人了解到我们对他们
的关心和感激，所以这样体验感恩的活动是我们学生和老师
所需要的，他们需要一个空间一个舞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
次的活动也在我们班掀起了一阵孝敬长辈、尊敬师长的热潮，
这说明感恩教育活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每个人都已经
真正地试着敞开心扉感恩这个美丽的世界了。

八、让我们常常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哪怕是面对一个微笑，
一句关怀，即使是不经意间的。我们也要学会感恩，感谢这
一切。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伴我一生，让我又勇气作我自己

感恩的心，感谢命运

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篇八

目的要求：冬季已经到来，为了确保安全，召开这次主题班
会。

活动过程及主要内容：

冬季已经到来，为了确保安全，召开这次主题班会。

1、冬季气温偏低，雨雪极易结冰，而且最近路上经常有雾出
现，所以在上放学时更要注意往来车辆，并注意不要摔倒。
同时，由于冬季同学们穿棉衣上下学，观察不太方便，所以
穿越公路时更要认真观察有无车辆通过，确保安全下才可以
通行。

2、在雨雪后，个别人家的屋檐等地方可能会出现冰椎、冰凌



等悬挂物，从附近经过时，要时刻注意，严防悬挂物坠落伤
人。如果发现有上述物品，要及时告知家长或其他成年人，
由他们去清除，未成年人不得自行处理。

不得触摸空调等电器设备，严防触电或烫伤。注意楼道、走
廊、操场上有无结冰，防止突然滑倒。

1、时刻提醒父母注意防火、防煤气中毒等事项，自己也要远
离水壶、火炉等热水、取暖及电器设备，确保安全。

2、不得私自到河沟、池塘、水井等处去游玩、滑冰。

要经常做户外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如感觉到手脚很冷时，
提倡首先选择通过搓手、跺脚等方式取暖。如有冻伤，可在
大人的监督下用冰雪搓受冻部位，促进血液循环，提高体温。

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篇九

1.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公共安全教育，培养学生公共安全意
识，提高中学生面临突发事件自救自护能力，加强安全防卫
意识教育，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最大限度预防安全事
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中学生造成的伤害。

2.了解生活中和在校期间可能出现的不安全隐患。

3.掌握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教学要求：

知识方面：了解有关知识;明确危害安全的行为。

能力方面：通过学习，时刻提高警惕，自觉做好防范工作。
掌握自救方法，提高自护能力。



觉悟方面：认识安全的必要性，树立安全意识;增强安全的责
任感。

教学重点：危害安全的行为，及自救措施。

教学方法：讲座

课 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
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材料一：据《报刊文摘》报道：四川某学校的低年级学生张
某，从入校常受到高年级男生的敲诈，他自己不敢花零用钱，
省下的零用钱“奉献”了哪位“大哥哥”。有一天，该学生
被逼急后，偷了同班同学的随身听，被老师查出后，才说出
了偷窃的原因，此案令人震惊。

材料二：据《羊子晚报》报道，重庆某中学生，由于上网吧，
在网吧里结实了一位社会青年，该青年常以向家长、向老师
通报他上网吧为由，向该中学生勒索香烟、钱等。后来有一
次发展到在路上争吵，该生被社会青年动手毒打，幸好
被“110”巡警发现，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开始了立案侦查。
有少数学生被欺负，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和家长，而是请社会
青年来“摆平”，终于酿成了流氓斗殴。我校前两个学期在
原高一、高二、高三、初三的个别学生中都分别发生过本校
学生因打篮球或食堂打饭发生争执，没及时报告老师妥善处
理，而采取欺骗老师请社会青年和我校体招生帮忙，使用禁
止带入学校的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致使学生受伤，造成严重
的恶果。给学校、家庭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管制刀具包括如下：



(2) 刀体八厘米以上，带自锁装置或非折叠式的单刃、双刃
尖刀;

(3) 武术用刀(能开刃的)、剑等器械;

(4) 少数民族用的藏刀、腰刀、靴刀;

(5) 其它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的刀具;

(二)学校要求如下：坚决禁止学生携带管制刀具，易燃、易
爆等危险物品到学校及宿舍中。对违反安全规定，擅自携带
管制刀具及危险物品及时予以没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关警
告和处理。对多次违反学校安全规定的住校生屡教不改者，
按学校有关安全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并予以退宿。

采取的应对措施：

第一、 要学法、守法、懂法、用法。

第二，要有及时报告的意识。特别是个子矮小，体力单薄的
学生遇欺时，要及时报告家长、老师，请求其出面解决。

第三、要有机警的报警意识，即遇危急时临危不惧，寻找脱
身之遇，求助于警方帮助。

第四、要谨慎交友。

二、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一)地震 地震，群灾之首。强烈的破坏性地震瞬间将房屋、
桥梁、水坝等建筑物摧毁，直接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还
会诱发水灾、火灾、海啸、有毒物质及放射性物质泄漏等次
生灾害。

前兆：强烈地震发生前，人们常可观察到一些自然界的反常



现象，这就是地震前兆。比如，地声、地光、井水异常(水突
然变浑或突升突降)，一些动物比人类敏感，如猫狗发疯般的
乱咬狂叫，老鼠成群结队的搬家，鸡到处飞，猪、羊等大牲
畜乱跑乱窜等等。

发生地震时： (1)从人感觉振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大约只有12
秒钟，如果你住的是平房，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门外。如果
你住的是楼房，跑已经来不及了，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
断电闸，关掉煤气，暂避到厨房，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
或是桌子，柜子，床铺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余震。

(2)如遇到地震，最忌慌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坚固物
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有序地撤离。(具体参见学校教学楼、
宿舍楼紧急疏散预案)

(3)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
到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
河岸及高压线等。

震后：震后不幸被废墟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
无法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
件，耐心等待救援。

(二)火灾 水火无情，人所共知。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说，
近5年来，全世界平均每年有2070多万人在大火中丧生，受伤
的就更难以计数了。

在面对大火肆虐的危急时刻，必须坚持“三要”、“三救”、
“三不”的原则，才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1.“三要”

(1)“要”熟悉自己住所的环境



平时要多注意观察，做到对住所的楼梯、通道、大门、紧急
疏散出口等了如指掌，对有没有平台、天窗、临时避难
层(间)胸中有数。

(2)“要”遇事保持沉着冷静

面对熊熊大火，只有保持沉着和冷静，才能采取迅速果断的
措施，保护自身和别人的安全。有的人因为乱了方寸，出现
错误的行动，结果延误了逃生的宝贵时间。例如，只知道推
门，而不会用力去拉门;错把墙壁当作门，用力猛敲;甚至不
管三七二十一，盲目跳楼……在开门之前要先摸摸门，如果
门发热或烟雾已从门缝中渗透进来，就不能开门，准备走第
二条路线。即使门不热，也只能小心地打开一点点并迅速通
过，随后立即把门重新关上。因为门大开时会跑进氧气，这
样一来，即使是快要闷熄的火也会骤然燃烧起来。

(3)“要”警惕烟毒的侵害

在火灾中，最大的“杀手”并非大火本身，而是在焚烧时所
产生的大量有毒烟雾，其主要成分为一氧化碳，另外还有氰
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等。消防专家的研究表明，空气中
的一氧化碳含量为1%时，人呼吸数次后就会昏迷过去，一二
分钟便可引起死亡。专家建议，用湿毛巾将鼻子和嘴捂住，
尽快地撤离火场。如果火势过大过猛烈，出口通道被浓烟堵
住，且没有其他路线可走，可用湿棉被做掩护，贴近地面
的“安全带”，匍匐通过浓烟密布的走廊和房间。绝对不能
以身体站直的姿势去跑。因为冷热空气是对流的，有毒烟气
飘浮在房屋空间的上部，而贴近地面的地方会跑进一些新鲜
空气供人呼吸。站着跑很有可能无法呼吸，窒息而死。如果
自己的衣裤着火，应该脱掉，或在地上打滚，将火弄灭。若
有人惊惶而逃时衣裤带火，应将其按倒在地打滚，直至火熄。

2.“三救”



(1)选择逃生通道自“救”

发生火灾时，利用烟气不浓或大火尚未烧着的楼梯、疏散通
道、敞开式楼梯逃生，是最理想的选择。如果能顺利到达失
火楼层以下，就算基本脱险了。

(2)结绳下滑“自救”

在遇上过道或楼梯已经被大火或有毒烟雾封锁后，该怎么办
呢?应该及时利用绳子(或者把窗帘、床单撕扯成较粗的长条
结成的长带子)，将其一端牢牢地系在自来水管或暖气管等能
负载体重的物体上，另一端从窗口下垂至地面或较低楼层的
阳台处等。然后自己沿着绳子下滑，逃离火场。

(3)向外界求“救”

倘若自己被大火封锁在楼内，一切逃生之路都已切断，那就
得暂时退到房内，关闭通向火区的门窗。呆在房间里，并不
是消极地坐以待毙。可向门窗浇水，以减缓火势的蔓延;与此
同时，通过窗口向下面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抛掷物品
等，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消防队员的救援。总之，不要因冲
动而做出不利于逃生的事。

3.“三不”

(2) “不”轻易跳楼 跳楼求生的风险极大，弄不好往往不是
死就是伤，不可轻取。即使在万般无奈之际出此下策，也要
讲究方法。首先，应该向楼下抛掷棉被或床垫，以便身体着
落时不直接与硬的水泥或者石头路面相撞，减少受伤的可能
性;然后双手抓住窗沿，身体下垂，双脚落地跳下，缩小与地
面的落差。

(3) “不”贪恋财物 火灾来势极快，10分钟后便可进入猛烈
的阶段。因此，消防专家警告，遇上火灾时，必须迅速疏散



逃生，千万别为穿衣或寻找贵重物品而浪费时间，因为任何
珍宝都比不上生命更为珍贵。更不要在已经逃离火场后，为
了财物而重返火口，到头来只能是人财两空，自取灭亡。

(三)雷电 夏季，经常会有雷雨大风，应该预防雷电袭击。

1.在空旷田野上，不要使自己成为尖端，也就是说，要尽量
降低自身高度，不应该把铁锹、锄头、高尔夫球棍等带有金
属的物体扛在肩上高过头顶。

2.在市郊地区，最好躲入一栋装有金属门窗或设有避雷针的
建筑物内，也可躲进有金属车身的汽车内。

3.在稠密树林中，最好找一块林中空地，双脚并拢蹲下;在大
树下躲雷雨是极不安全的。此外，不要在高楼烟囱下、地势
高的山丘处停留，以防不测。

4.在山间旅游，如路遇山洞也可进入避雷。

5.打雷时，最好不要到湖泊、江河，海滩等处钓鱼和划船，
也不要去游泳。

6.打雷时，在平坦的开阔地带，最好不要骑马、骑自行车、
驾驶摩托车或开拖拉机。

7.打雷时，在室内相对比较安全，但要紧闭门窗，防止危险
的侧击雷和球形闪电侵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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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家居安全

1.用电安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

1) 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 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 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 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 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
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安全使用煤气

1) 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 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



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3.知道了 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1)游泳需要经过体格检查。

2)要慎重选择游泳场所。

3)下水前要做准备运动。

4)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5)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6)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
来相助。

五、校园活动的安全

1.在走廊里和上下楼梯时不能推搡打闹，以免误伤同学。

2.在劳动和冬季扫雪时正确使用工具，以免误伤自己。

3.上体育课严格按老师要求练习，正确使用体育器械，在健
身器上运动时，也要注意安全。

六、保持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

1.有基本的医疗保健知识，和对常见传染病的预防保健知识，
可以查阅相关资料，我校将在今后逐步给同学们上这些课程。

2.按时打防疫针。

3.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肌体免疫力。



4.自觉抵制不良生活习惯，拒绝毒品诱惑。

5.保持健康的心理，乐观向上。如有需要，可到学校心理咨
询室找心理老师求助(综合楼二楼教导处旁)。

小学生法治教育班会教案篇十

为切实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保障学生安全，
11月21日16：30我班全体同学在2教207室召开了“学生安全
教育”主题班会，会议由曲海明同学主持，班主任宁利红老
师出席了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班会以结合学校安全教育的主题，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学
习安全知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为目的召开。

会上宁老师首先结合近期发生的校园火灾案例展开讲话，又
结合所见所闻对我校曾发生的真实安全事故作出分析。所例
问题涉及同学人身安全和财务安全，重点强调了外出交通安
全、宿舍电器使用安全等人身安全，手机、现金、身份证及
银行卡等财务安全。

而后，分别由四五六班宣传委员对宿舍安全、校园安全、校
外安全应注意的问题作出说明以及必要提醒，使同学在平时
意想不到之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然后，由每班上演由同学自己排演的节目，生动而又风趣的
表演使同学们在得到欢娱的同时对平时易出现的不安全因素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次会议不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生动活泼，使“关注安全，
珍惜生命”这一主题深入人心，也为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和班
级的团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我们也意识了我们仍存在的不足和以往我们忽视的方面，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对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做进一步
的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