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班会安全教育 班会设计方案安
全教育班会(通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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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班会安全教育篇一

通过本次班会，使学生在欢乐的活动中掌握防火安全知识，
增强学生的防火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护自救能力，
减少火灾难事故的发生，促使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活动准备：

1、让同学们收集有关火灾事故的新闻。

2、组织学生排演节目。

3、选好及训练班会主持。

4、了解一些防火安全知识。

活动过程：

班长：亲爱的同学们，火是人类的朋友，它带给我们光明，
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但是，火一旦失去控制就会造成
灾难，古往今来，多少无情的火灾不胜枚举。为了增强同学
们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护自救能力，为此我们准
备了这次消防安全主题班会。在这次班会上，我们将通过各
种形式来掌握消防安全知识，从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预
祝班会圆满成功!



主持人：我宣布“消防安全”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一、主持人读有关火灾事故的新闻以引入主题。

1、主持a读新闻。

2、主持b：大家听了这则新闻有什么感想呢?

3、同学们议论，各抒己见。

4、主持小结。

二、图片的欣赏“美丽的大自然”

三、看小品，议一议：

1、着火了，怎么办?发生火情，同学们一定要保持镇静。火
灾初起阶段，一般是很小的一个小点，燃烧面积不大，产生
的热量不多。这时只要随手用沙土、干土、浸湿的毛巾、棉
被、麻袋等去覆盖，就能使初起的火熄灭。如果火势十分猛
烈，正在或可能蔓延，切勿试图扑救，应该立刻逃离火场，
打119火警电话，通知消防队救火。

2、怎样报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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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使用火炉要注意什么?

(1)在安装火炉时，同学们要提醒爸爸妈妈，安装火炉应与床
铺、纸顶棚、木窗框等可燃物保持一段距离。农村使用的砖
炉土灶，要远离柴草。

(2)炉旁不要放废纸、刨花等易燃物。

(3)烘烤衣物要有专人看管。

(4)掏出的炉渣要等完全熄灭后，倒在安全地方，特别注意不
要带着红火倒炉渣。

4、点蚊香时需要注意什么?夏日的夜晚，蚊子常常令人难以
入睡，人们常用蚊香驱蚊。蚊香虽小，但使用不当也容易引
起火灾，所以入睡前一定要检查。

(1)蚊香要放在支架上。支架不要放在纸箱桌面或木制地板上。
如果放在金属盘、瓷盘及水泥地、砖地上，则就安全多了。

(2)不要在窗台等容易被风吹到地方点蚊香。

(3)使用电蚊香，要放在远离纸、木桌等易燃物的地面上，不
使用时，应该拔掉插头目，不要使用汽油、煤油和柴油助燃，
以防它们猛烈燃烧引起火灾。



四、讲故事《火中的“无形杀手”》

五、快板《报警歌谣》报警早，损失小，“119”电话要记牢。
社会主义制度好，救火分文都不要。报清门牌和号码，说明
火势大和小。跑到路口等车来，救火时间能提早。

六、“防火安全知识知多少”知识竞赛主持人：比赛为抢答
题，全班分为四小队，每小队基本分为100分，以先举手者回
答，答对了给该小队加10分，答错了扣10分。

七、班主任讲话：火是人类的朋友，它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
暖，带来了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但火如果失去控制，
酿成火灾，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一些同学有
玩火的坏习惯。有的点火烧纸、烧柴草，在野外堆烧废轮胎、
废塑料，还有的在黑暗处划火柴、点油灯照明，或弹火柴棍、
烧马蜂窝……同学们要充分认识玩火的危害性和可能带来的
严重后果，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做到不玩火。同学间还要互相
监督、互相提醒。如发现有同学玩火，应该立即制止，并报
告老师和家长，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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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同学们，今天的主题班会到此结束!消防安全标语天
天宣传天天安，日日防火日日宁。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
患保平安。做好防火工作，全家幸福快乐。火灾远离家庭，
幸福平安一生。防火装心间，一生保平安。火灾无情，防火
先行。用火不预预防，失火就遭殃。遭遇火情免不了，注意
逃生最重要。安全用火，幸福你我。消防常识永不忘，遇到
火情不惊慌。

大学班会安全教育篇二

1、通过对火灾事件的了解提高学生的防火意识,

2、掌握火灾中的自救常识,



3、加强防火意识，学习必要消防知识,

4、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增强学生火场逃生自救能力,

一、我市火灾新闻记实情况导入：

二、火灾自救知识

遇到火灾时我们怎么办?

(一)、灭火

(二)、报警

(三)、逃生

1、要镇静，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盲目追随。

当人的生命突然面对危难状态时，极易因惊惶失措而失去正
常的思维判断能力，当听到或者看到有什么人在前面跑动时，
第一反应就是盲目追随其后，如：跳窗、跳楼、逃(躲)进厕
所、浴室、门角,突遇火灾时，首先应当令自己保持镇静，迅
速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利用自己平时掌握的消防自救
与逃生知识，决定逃生的办法，尽快撤离险地,撤离时要注意，
不可搭电梯，因为火灾时往往电源会中断，会被困于电梯中，
应从安全通道逃生，最好能沿着墙面行时，当走到安全门时，
即可进入，避免发生走过头的现象;尽量朝明亮处或外面空旷
地方跑，若通道已被烟火封阻，则应当背向烟火方向离开，
通过阳台、气窗、天台等往室外逃生。

2、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要要因为贪财而延误逃生时
机。

在火场中，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
要因害羞或顾及自己的贵重物品，而把宝贵的逃生时间浪费



在穿衣或寻长搬离贵重物品上,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忌重
回险地，自投罗网。

3、做好简易防护，匍匐前进，不要直立迎风而逃。

逃生时经过充满烟雾的路线，要防止烟雾中毒，防止窒息,为
了防止浓烟呛入，可采用毛巾、口罩用水打湿蒙鼻、匍匐撤
离的办法,烟气较空气轻而飘于上部，贴近地而撤离是避免烟
气吸入，滤去毒气的最佳方法。

4、找好避难场所，固守待，不要盲目向光朝亮处奔。

如各种逃生路线被切断，应退居室内，关闭门窗，有条件可
向门窗上浇水，以延级火势蔓延,同时，可向室外扔出小东西，
引起别人注意，在夜晚可向外打手电，发出求救信号,切忌向
光朝亮，这是在紧急危险情况下，由于人的本能、生理心理
决定，人们总是向着有光，明亮的方向逃生，光各亮就意味
着生存的希望，它能为逃生指明方向道路，避免瞎撞乱撞更
易逃生，但这时可能电源已切断或已造成短路、跳等，光和
亮之地正是最危险之处。

5、缓降逃生，滑绳自救，绝对不要冒险跳楼。

高层、多层公共建筑内一般都设有高空缓降器或救生绳，人
员可以通过这些设施安全地离开危险的楼层,如果设有这些专
门设施，而安全通道又已被堵，救援人员不能及时赶到的情
况下，绝对不要放弃求生的意愿，此时当力求镇静利用现场
之物品或一形地物，设法逃生。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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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班会安全教育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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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掌握以下最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

l.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总电源。

2.不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
探试电源插座内部。

3.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4.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插拔电源插头时不要用力
拉拽电线，以防止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触电;电线的绝缘皮
剥落，要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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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手去直接救人;年龄小的
同学遇到这种情况，应呼喊成年人相助，不要自己处理，以
防触电。

6.不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插头等。哪怕安装灯
泡等简单的事情，也要先关断电源，并在家长的指导下进行。

大学班会安全教育篇四

近期，全国接连发生的几起校园重大安全事件，又一次敲响
了校园安全的警钟。鉴于当前学生对自己的安全意识不高，
再加上当今社会比较复杂，因此，应加强学生安全防范知识
的教育，指引学生自我保护的方法，提高防范能力,预防校园
伤害事故的发生。

1、懂得自我保护的重要意义。



2、学会不同场合进行自我保护的方法。

近期发生的几起校园重大安全事件的材料

材料二：“杀人血案”背后的思考

从这些惨案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行凶者都是年龄较大，
在事业和感情上屡受挫折，社会不满，为泄私愤而报复杀人。

不容否认，当今社会的确有很多阴暗面，社会矛盾也始终存
在着。郑民生的蜕变杀人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可以说不仅是
这些被害的小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
社会的“悲剧”。

看到这些消息，大家的心情一定十分悲痛！我们每个同学的
生命安全都是十分宝贵的，因此我们要珍视我们的人身安全，
学会自我保护。

1、当你遇到坏人威胁时怎么办？

学生讨论，然后教师总结：

（1）沉着冷静，机智周旋，不要采取硬碰硬的方法；

（2）以保住人身安全为首要前提，钱财乃身外之物；

（3）在可能的情况下，向他人求救，及时报警。

2、遇到坏人闯入校园实施暴力怎么办？

学生讨论，然后教师总结：

（1）尽快避开，迅速告诉老师；

（3）迅速报警；



操作训练：请前后座的同学进行练习，如何对付以上情况。
请做得好的同学上来表演。

1、行走、骑车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2、如何使用液化气、电器？

3、发生火灾怎么办？

4、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5、哪些场所和行为容易发生雷击?

6、校内活动，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

7、校外活动，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

临危逃生的基本原则：

保持镇静，趋利避害；学会自救，保护自己；

想方设法，不断求救；记住电话，随时求救。

110—报警；119—火警； 120—急救；122—交通事故报警

打电话时要说清地点和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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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安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
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大学班会安全教育篇五

二、主持人引入导语



三、展示有关于生命财产安全的图片，谈谈同学的感受。

四、介绍大学生出现生命安全受到影响的案例;

五、材料介绍完后，两位主持人一起上台谈谈自己的感受并
邀请嘉宾代表上台致辞。

六、结束语

七、注意事项：

1、保证人员全部到达;

2、要维持好活动中的秩序，不得有喧哗声，吃东西等;

3、不得有人员早退。

4、保持阶梯教室的卫生，同学不得乱扔垃圾;

5、主题班会结束后各班委留下来整理残物。

大学安全教育主题班会(二)

大学班会安全教育篇六

对学生进行用电、防火、防盗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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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准备：

教学过程：



一、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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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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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防火安全（严禁学生带火种入校园）

1、提出问题讨论：

如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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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讨论，结合《安全教育读本》向学生补充一些防火知
识。

首先：自己不能玩火。其次：发现火灾要想办法自救。再次：
要知道报火警电话：119。

还要注意有电的要及时切断电源，同时要听从救火组织统一
安排。

三、防溺水

结合现实生活中因游泳、玩水等引发的溺水事故，结合我们
这些地方的天气和地域情况，要求学生不能私自到河滩、水
库等危险地方游泳，即使是在游泳池也必须有大人陪同和严



守规则。同时，发现有溺水事件发生要及时报告大人，不能
自行下河、水库等救人，因为你们还不具有救人的能力。

四、交通安全

禁止乘坐“三无”车辆，乘坐摩托要戴头盔。行人靠右走，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红灯停，绿灯行，
遵守交通规则。

五、结合实际进行防止高楼坠下、误服药物中毒等教育。禁
止带任何刀具入校园。

上下楼梯要注意什么？

1、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奔跑。

2、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扶好栏杆。

3、整队下楼时要与同学保持一定距离。

4、上下楼时不要将手放在兜里。

5、不要在楼道内弯腰拾东西、系鞋带。

6、上下楼靠右行。

7、集体活动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时间，遵守纪律，遵
守秩序，语言文明。

课间活动应当注意什么？

六、课堂总结。

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用电安全、防火安全、防溺水安全教
育，今后我们还会学更多安全知识，这样对你们有很多的好



处。

七、作业：

检查自己有哪些不安全的事，写下来，并说说如何注意。

然后我们在下节课进行交流和讨论，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