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队前教育活动简报(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队前教育活动简报篇一

1、增强学生游泳安全意识，提高学生自我保护能力。

2、了解和掌握游游安全知识。

3、掌握如何预防溺水和溺水急救措施。

二、教学重点

1、夏天游泳如何防溺水

2、溺水急救方法

三、教学难点

溺水时如何自救、急救

四、教学准备：

录像

五、教学内容：

1、导入：同学们，夏天来了，暑假快到了，游泳是大家喜爱
的消暑解热的教学。对同学们来说，游泳不但可以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游泳的场所除了室内



室外游泳池，还有迷人的海滨、河流和小溪，但是游泳必须
要注意一定的安全。为了让同学们掌握必备的游泳安全知识，
增强自救、自护意识，本周我们举行关于游泳安全的主题班
会。

2、首先，请大家看视频有关溺水方面的新闻

6月21日，陕西省紫阳县发生一起5名女学生溺水死亡事故。
在死亡的5名学生中，的14岁，最小的只有7岁。

6月25日，福建省福安市的三名小学生在溪畔游泳时溺水身亡。

6月29日，四川省达州市3名10岁左右的女学生在水塘玩耍时
溺水身亡。

7月1日，河南省商都市3名女学生在水库游泳时溺水身亡。

7月4日，4名16岁左右的初中生在吉林省松花江游泳，3人溺
水身亡，一人生还。

看了听了这些实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
轻松。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
瞬消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3、授课内容：

（一）先向学生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教育学生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池塘、无
盖的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结伴到池塘边钓鱼、
游泳、玩水。

（2）教育学生在来校、离校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游泳。

（3）我们是小学生，很多同学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有学生



不慎掉进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未成人不能冒然下水营救，
应大声呼唤成年人箭来相助或拨打“110”。

（二）游泳安全事项要点

（1）保持自身良好的身体状态

下水时切勿太饿、太饱。饭后一小时才能下水，以免抽筋；
饮酒不宜游泳；有开放性伤口、皮肤病、眼疾不宜游泳；感
冒、生病、身体不适或虚弱不宜游泳。

（2）做好充足准备工作，预防抽筋

（三）溺水自救和急救方法。

1、自救

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同学们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
积极自救：

2、急救方法

a、将伤员抬出水面后，应立即清除其口、鼻腔内的水、泥及
污物，用纱布（手帕）裹着手指将伤员舌头拉出口外，解开
衣扣、领口，以保持呼吸道通畅，然后抱起伤员的腰腹部，
使其背朝上、头下垂进行倒水。或者抱起伤员双腿，将其腹
部放在急救者肩上，快步奔跑使积水倒出。或急救者取半跪
位，将伤员的腹部放在急救者腿上，使其头部下垂，并用手
平压背部进行倒水。

b、呼吸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一般以口对口吹气为。
急救者位于伤员一侧，托起伤员下颌，捏住伤员鼻孔，深吸
一口气后，往伤员嘴里缓缓吹气，待其胸廓稍有抬起时，放
松其鼻孔，并用一手压其胸部以助呼气。反复并有节律地



（每分钟吹16～20次）进行，直至恢复呼吸为止。

c、心跳停止者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摩。让伤员仰卧，背部垫
一块硬板，头低稍后仰，急救者位于伤员一侧，面对伤员，
右手掌平放在其胸骨下段，左手放在右手背上，借急救者身
体重量缓缓用力，不能用力太猛，以防骨折，将胸骨压下4厘
米左右，然后松手腕（手不离开胸骨）使胸骨复原，反复有
节律地（每分钟60～80次）进行，直到心跳恢复为止。

（四）总结

同学们，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掌握了游泳的安全知识和急
救基本常识，在炎炎夏日的长假中，各位同学不能一人没家
长陪或相关专业人员同下去游泳，希望大家出外游泳时要时
刻保持安全保护的意识，要选择安全的游泳场所进行游泳。
万一不幸遇到溺水时要保持冷静，积极自救，同时没有把握
时不要盲目下水施救，应在陆上采用其他方式或及时报警和
寻求他人进行救护。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开心、安全的暑假。

队前教育活动简报篇二

1、通过聆听《劳动最光荣》感受音乐的欢快情绪和音乐所描
绘的形象，体会本课主题。

2、用欢快的'情绪表演歌曲，表达歌曲内容。

有感情的表演歌曲。

木鱼伴奏

录音、打击乐

一、聆听《劳动最光荣》



1、初听歌曲，感受歌曲的情绪，可以说一说小动物们的心情
中怎样的？

2、复听歌曲：把你听后的感觉用线条表示出来。

3、再听歌曲，用动作表示出自己的心情。

二、学习歌曲《洗手娟》

1、人们也需要幸福的生活，那么我们边要自己学习做很多事，
今天我们一起来洗手娟。

2、教师有感情的范唱歌曲，学生体会歌曲的情绪。

3、用听唱法学习歌曲，句末的三度拐弯轻唱，初词轻唱。

4、学生完整的演唱歌曲。

5、老师分句指导学生，尤其是初词部份，结束句要干净利索。

6、学生有表情的演唱歌曲，加入自编的律动。

7、加入碰钟、木鱼、打击乐伴奏。

木鱼的伴奏是个难点，可先用稍慢的速度练习，能力稍差的
学生可选用其他节奏。

8、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哪种劳动适合编入歌词中，进行演唱，
进行创编活动，提高学生的表演兴趣。

三、课堂小结：

小结教学内容及学习情况。



队前教育活动简报篇三

地点：八年级三班教室

主持人：赵玲玉 刘迎亚记录员：袁涛涛

二、活动目标

2.通过自由辩论的形式，让正反两种观点进行交锋，使同学
们在讨论中看清问题的本质，了解到不仅要知法，更要信法，
进而守法。

4.评寻法制之星”，作为班级法制活动的带头人，带动全班
同学乃至全年级、全校同学一起做知法、信法、守法的好学
生，好公民。

5.在“知法、信法、守法”的横幅上庄严地留下大家的签名，
使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以此为准绳，养成自觉遵纪守
法的良好习惯。

三、活动程序

吴思奇：法律是约束、规定人们行为的内容。

【胡怡桦介绍法律的历史】

胡怡桦：在开始严肃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轻松幽默
的flash短片，讨论一下法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适用情
况。

1.观看flash“yesorno”

flash以夸张搞笑的形式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找到一些看似
合理的借口，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同学们观看后果然出现了



一些意见分歧。

胡怡桦：这部短片向我们表达了两种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
是必须遵守法律法规，还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灵活变通一下
呢?不知道同学们各自都持有怎样的看法。

马凌、邵文钦：法律的制定是为了维持大家的秩序的，我们
必须遵守。

孙亦文：法律本身就是为了让人们能更好地生活，是为人民
着想的。有时可以灵活变通。

围绕flash展开辩论，并可将议题适当扩展而不局限于交通法
规。同学们自主分成两组，由主持人宣布规则，进行自由辩
论。辩论结束后由在场老师做评委，对同学们提出建议和指
导。

黄凯：那么下面我宣布一下规则。两方可自由派出辩手，一
方发言结束另一方即可接上，一方累计发言时间不得超过3分
钟。最后由两方各自派一人进行1分钟的总结陈词。好，那么
我们就开始吧!

黄凯：首先，请大家就各自的辩题思考半分钟。【半分钟】
好，停!下面是自由辩论时间。

马凌：法律是中央领导、专家学者经过层层修订而制定出来
的，完全符合“依法治国”的思想，非常合理。

纪瑜：法律是人定的，总会在某些程度上缺乏科学性、合理
性。法律应随时代的变更而改变。

陈宇：中国的法律还不够完整、完善。

邵文钦：虽然现行法律并非100%完备，但人们可以向有关部



门反映存在的不足，而不是违反它。

王宁轩：由于纪律的缺陷，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应
该可以稍稍变通。

黄凯：大家辩论十分热烈，看，我们的老师们也蠢蠢欲动了，
下面就请他们作为我们的评委，发表一下看法。

老师评价：自由辩论时间较短，辩手相对集中，发言人数过
少;同学对政府有信心，在相对时间内我们中学生必须牢记守
法。

黄凯：感谢老师的精彩发言!的确规矩是人定的，然而就我们
个人而言是不能随意违反和破坏法律规定的，因为它是广大
人民利益的保障，既是你有不同的观点也必须通过正确的渠
道提出来。可以说，依法行事是我们每个人的立身之本;依法
治国更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而对于我们每个高中生来说，
应牢记“知法、信法、守法”，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在前一环节已明确守法重要性的基础上给同学们补充相应的
法律基础知识，以竞赛的形式让大家在激烈愉快的氛围中掌
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制观念。

胡怡桦：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小时候常玩的击鼓传花?这次的
竞赛规则就是凡是手中拿到接力棒的同学就要起来回答问题。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马林巴上场!

【马林巴响起，接力棒开始传递】

4.评寻法制之星”

评选我们自己的“法制之星”，让他/她做我们的领头人，在
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知法、信法、守法。



胡怡桦：下面请刚才有答对题目的同学起立，我们将在这些
同学之中选出我们今天的“法制之星”。

【法制之星诞生】

5.集体签名活动

由“法制之星”带领，全班同学参与，在事先准备好的横幅
上庄严地留下自己的名字及简短感想，承诺在日后的学习、
生活中遵纪守法，依法办事。

胡怡桦：我们高一(8)班的全体同学承诺做“知法、信法、守
法”的好公民!

【法制之星上，全班同学秩序井然地上前签名】

【听课老师与大家一同庄严签名】

6.实习老师小结

总结今天的班会情况，针对同学们的表现给予必要的肯定和
表扬，激发学生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作为班级的一员，与学生
一道，在横幅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让同学们感受到班级整体
的温馨和力量，一起为实践自己的诺言而努力!

王莹：这一周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周了，在这样一个时间里，
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为大家组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班
会。为了这次班会，很多同学都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他
们的私人时间，比如我们的文艺委员章然，主持人胡怡桦、
黄凯，为我们写横幅的陈云从……他们都非常的认真，让我
非常感动。从我自己来说呢，我也希望我留给你们的不仅仅
是我在课堂上教给你们的那些知识点，而更多的应该是一些
做人做事的方法、道理。所以，现在，我作为(8)班的一个成
员，我也在这里庄重地留下我的名字!



【同学：鼓掌】

【同学：好!】

王莹：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班会就到此圆满结束吧。
谢谢到场的老师，也谢谢今天积极参与的各位同学。谢谢!

 

队前教育活动简报篇四

1、引导幼儿认识一些特殊的电话号码：110、119、120、122，
初步了解它们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解决一些特殊问题。

2、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3、激发幼儿对消防队员、警察、医生等辛勤工作的人们的敬
佩之情。

准备：

1、写有110、119、120、122号码的卡片，一套4张，每个幼
儿一套。

2、电视录像片，有关灭火、急救病人和抓小偷等内容。

3、操作卡片每人一套，模型电话机若干台。

过程：

1、引出课题：请幼儿观看电视录像片，激发幼儿的兴趣。

(1)录像中有哪些危险的场面，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
办?



(2)“有什么样的办法能最快地找到帮助的人?”(打电话)2、
请幼儿讨论有哪些电话号码是在紧急的时候拨打的，它们有
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的用途。(不同的紧急情况可拨打不同的号
码，紧急电话的共同特点是特殊、易记、在紧急情况下提供
帮助)3、请幼儿边操作卡片边说出应拨打的电话号码。(如：
看到火灾的图片，说出119的号码)4、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会正
确拨打紧急电话的方法。

(1)游戏：报警(提醒幼儿应在报警时说出自己的姓名，所在
的位置，发生了什么事?)(2)分组在模型电话机上练习拨打紧
急电话。

5、教师小结：这些报警、急救的电话一定要记住，是我们国
家规定的，没有紧急的事情决不能随便拨打。

队前教育活动简报篇五

1、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

2、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人身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等。

3、进行预防灾害，防肺结核的教育。

教学过程：

一、导入：列举出生活中的安全事例。

二、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1、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是因为安全意识不强。

2、班级举例学校发生的事故及后果。

3、国家、政府狠抓安全教育工作。



4、目前学校抓的几项工作。

三、小学生应注意安全的地方：

1、学生讨论。

2、集体归纳。

(1)人身安全，在校园内或公路上不追逐打闹，不爬围墙，不
爬树，不接近有电等危险地点，劳动时，注意安全，不与社
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特别是吸毒者，课外不玩火，不玩
火。

(2)交通安全，在公路上不追逐打闹，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交
叉路口要注意行人车辆，骑自行车宁慢勿快，上、下坡要下
车，通过公路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3)财产安全，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钱财，如有遗失或遇偷盗、
敲诈等应向老师及时反映或报警。

(4)饮食安全，不饮生水，不吃不卫生的食品，不吃有病的鸡
肉、猪肉等，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吃霉变或过期食品。

四、学生自查哪些方面未做好，今后要加强注意。

五、安全教育总结

新学期开学以来，为提高六(2)班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护
自救能力，预防和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我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认真上好新学期第一堂安全课：在开学第一天对学生进
行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内容紧扣学生实际，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教育：

一是教育学生时刻注意交通安全，平时外出严格遵守交通规



则，不乘坐无安全保障的黑车、病车等。

二是教育学生谨防发生在身边的伤害事故，用血淋淋的事例
教育学生平时严格遵守《守则》《规范》，远离学生伤害事
故。

三是教育学生做好个人卫生，严防水痘、腮腺炎等春季传染
病的发生，若有发烧症状的及时自觉就医等。

同时，给学生上的安全第一课，坚持安全第一，落实安全措
施的原则，着重进行防水、防电、防火、防毒、防骗、防病
等知识的宣传及交通法规、卫生知识、安全常规等知识教育，
切实提高了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的能力，为全学期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