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三年级防火安全教育班会 三年
级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汇总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小学三年级防火安全教育班会篇一

1、知识与能力：学习防溺水安全的基本常识，提高有关防溺
水急救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通过溺水儿歌、图片等资料，学生了解防溺
水的有效方法和手段，了解防溺水知识，掌握溺水急救的方
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学生愿意自觉地去学习防溺水安全的有
关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养成遵守防溺水安全的习惯，体会
生命的宝贵及预防溺水的重要性。

一、谈话导入，激起兴趣

2、同学们，在炎炎夏日里，水带给我们欢笑，也带给我们后
悔和遗憾，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水博士给我们的数据。

3、学生观看数据：从数据中，你们了解到了什么信息?

二、观看图片，营造氛围

1、总结：现在溺水已经成了我们的头号杀手，严重威胁我们
的生命安全，夺去了很多孩子的宝贵生命!可见，预防溺水有



多么地重要!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图片。

2、学生观看图片，谈感受

看了这些图片，相信大家此时的心情与我一样，久久不能平
静，谁来说说你的感受?

三、观看视频，学习方法

2、学生观看视频。

3、模拟表演

如何自救：学生按照老师讲解的方法，全班学生进行模拟练
习。

四、知识竞赛，加深印象

2、出示比赛规则。

3、出示题目，学生抢答。

五、学唱儿歌，总结提升

1、过渡语：同学们，你们的知识竞赛很精彩，可是我们的水
博士也不甘示弱，它这些知识变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儿歌。

2、出示《防溺水儿歌》，学生学唱。

3、总结：生命是珍贵的，掌握在你的手里，多一份小心和清
醒，就可以带给我们欢笑，更可以避免后悔与遗憾，希望同
学们通过这堂课，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养成自觉遵守防溺水
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一、谈话引入课题生命安全高于天，父母给你的生命只有一



次，所以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注意安全。二、新授1、游泳
中要注意的问题：组织学生观看安全教育......

小学三年级防火安全教育班会篇二

1、通过学习使学生知道什么是道路交通，理解遵守道路交通
意义和重要性，明确每个人都要牢固的树立安全意识；明白
一个人的安全每天都是从零开始的。

2、通过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能以实际行动遵守交通规则，做安
全的小使者。

（一）上学放学路上。

教师语：同学们你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马路；都有要经过
“十字”路口和“三叉”路口，当你行进是都是否留心和注
意过往的车辆；是否用心观察地形呢？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
在日常生中应注意什么。

（二）在路上要注意的问题。

1、道路行驶要靠右行，都要配戴小黄帽，不能随心所欲忽左
忽右，走路要眼看前方，排纵队，不能互相并排行走，更不
能在路上追路、嬉戏。

2、不能追逐车辆或向车上投掷物品，如：石子、泥团、饮料
瓶等，不能随便搭乘过往的车辆。

3、回赤米坑小组的同学除了走公路外，还要沿河走2千米的
山路，山路内侧靠山、外侧沿河，路面宽约2.5米，偶尔有运
木头小型农用车、摩托车行使。所以家住赤米坑的林翠萍、
王丽君等同学要特别小心，除了用眼外还要用耳，弯道处要
先听再行，没有听到车声都要靠山边行走，雨天必须要派人
来学校接。



4、通过“十字”路口或“三叉”路口的同学，每次都要高度
的警惕一定要做到“四个环节”即：一停、二看、三想、四
通过。

5、带领全班同学到校门口的“十字”路口进行实地观察并演
练。

（三）、乘车

教师语：同学们衣、食、住、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
的“东西”，那么这节课就“行”来谈谈。

1、我们节假日去城里买学习用品、购买衣物一定得由父母或
村上的“大人”陪同监护下，只能乘坐班车或专线车，不能
乘坐超载车。在车上如果坐在靠窗子的位置，千万不可将头
或手伸到窗外，特别是两车交会时更不将头伸至外观看。

2、乘车时上下车要让车子停稳后，才能上下车，心须要养成
先下后上的习惯，遇到老人或孕妇要主动让座。

3、如果乘坐家人的摩托车出行，不能超戴。一定要戴安全帽、
身子要往前倾、手要抓牢车架，并要随时提醒骑车人不能太
快，弯道时一定要减速慢行、多打喇叭、不能超车；骑车时
不能接听手机、更不能打手机，以免分散注意力造成不测。

4、严禁小学生骑自行车上路、绝对不准载人逛路。

5、如节假日进城上街要走人行道，横穿街道时一定要走斑马
线，并要左右观看待没车时快速通过。

（四）课堂议论。

1、让全体同学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想法。

2、学生之间可互相补充，对照自己的不足，还存在什么安全



隐患。

3、谈谈你们耳闻目睹发生的交通事故，并引导学生知道小心
能行万年主船、生命靠自己终生呵护的道理。

（五）课堂发言及总结

1、由学生自由发言讲路上经历，让他们自己表述存有安隐患
的地方。

2、请同学们自己发言相互评议谁在要路上做的好，谁做的还
不够。

3、今后该怎样做。

1、通过读新闻、演小品等形式引起同学们对交通安全的重视。

2、通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及
交通标志，并逐步构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的行为习惯。

1、让同学们收集有关交通事故的新闻。

2、组织学生排演小品。

3、选好及训练班会主持。

4、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

5、了解一些常见的标志。

(一)主持读有关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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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生命在你手中，交通安全不容忽视。

b：所以这天我们就一齐来学习交通规则，并要养成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二)交通知识竞赛(抢答形式)

1、交通讯号灯有哪些色彩?都有些什么作用?

2、红灯亮时行人该怎样?

3、黄灯亮时还能够过马路吗?

4、什么灯亮时才能够走?

5、行车、行人应靠哪边走?

6、出示各种交通标志，让同学们说出交通标志的名称及其好
处。

(三)看小品，议一议：

1、小品资料：一名小学生放学回家由于不遵守交通规则，结
果出了车祸。

2、议一议：

(1)这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交通规则?

(2)我们应如何遵守交通规则?



3、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4、由小品、谈心得体会。

(四)小结：

1、同学们小结：通过这次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2、班主任小结：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
期望同学们通过这次班会活动，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五)课外延伸请你做个交通督导员，带领低年级的弟弟妹妹
遵守好交通规则

小学三年级防火安全教育班会篇三

1、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2、学生准备：课前到街上去观察，看看有哪些交通信号、标
志和标线，车辆是否按规定行走。

三年级教室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1、谈话导入

（二）阅读教材自主探究

1、自学课文，思考：

（1）谁是交通安全的护卫者？

（2）我们制定有哪些交通法规？



2、小组进行讨论，交流学习体会；

3、检查自学效果，小组长汇报；

5、板书：交通警察、交通安全的保障、“交通法规”。

（三）提供引导归纳整理

1、指名说说自己平时在街上看到有哪些交通信号、标志和标
线，各种车辆、行人是否按规定行走。

2、教师用多媒体演示各种交通标志，学生说说各自的作用。

板书：必要的安全措施：交通信号、交通标志、交通标线

3、指名读第二部分“遵守交通法规”。

（1）想一想：国家为什么要制定安全法律条款

（2）完成第38页“说一说”。分组进行互答竞赛。根据亲身
体验说明规定各条交通法规的道理。

（四）检查反馈实践创新

1、出示交通图，辨析题，进一步让学生认识交通信号、标志
和标线的作用，以及遵守交通法规的意义。

2、利用教室里几条通道，模拟“从学校到家里”的道路，并
在旁边设置各种模拟的交通标志，要求学生各行其道，安全
行走。

3、讨论向全市少先队员发出倡议，人人争当遵纪守法的小标
兵。

4、汇报。



5、回顾总结。

从学生的生活出发，教育学生要遵守交通规则，学生参与热
烈，在上课后学生对一些交通知识有了一定了解，学习效果
较好。

小学三年级防火安全教育班会篇四

1、通过一系列的知识性的活动，让学生们树立安全意识，从
精神上远离安全隐患，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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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饮食安全，交通安全、
预防灾害，预防突发事情的教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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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让学生了解交通、活动、意外事件中必备的安全知识，懂
得安全的重要，并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达给周围的人们，做
安全教育的小小宣传员活动目的。

1、导入：列举出生活中的安全事例。

2、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a、公路上、公共场所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是因为有的人安
全意识不强。

b、班级举例：学校发生的事故及后果。

c、目前学校抓的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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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不玩火，不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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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双手撒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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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厂家生产的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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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结

小结内容：

同学们好!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天第一节课，新年里同学们又长
高了许多，也更懂事了，为了今后能更好地学习、生活，今
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些小学生应该记住的一些安全知识。

人们常说：“安全工作重于泰山。”同学们大部分时间是在
学校度过的，平安是吉祥，健康是幸福，良好的身体才是学
习、工作、生活的本钱。我们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珍爱生
命，珍惜幸福的学生生活。”我们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

第一、做好课间活动的安全。楼梯口是我们的重点安全防范
部位，不少学校都发生过楼梯拥挤造成的安全事故。在课间



休息时，教室里、走廊上、楼梯间到处都是走动或者站着的
同学，如果追赶打闹，一是可能由于跑的速度过快而使自己
扭伤手、脚、腰或跌得头破血流;二是可能撞倒其他同学，造
成意外事故，或引起同学间的矛盾纠纷。

第二，做好劳动活动时的安全。学校或班级都要组织一些公
益劳动和打扫卫生的劳动，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劳动中，
也极有可能出现一些危险，同学们要注意了解劳动场地的特
点，做好安全防范;注意劳逸结合，累了就休息一会再劳动;
不要在高空和有危险的地方劳动;不要在劳动时间打闹嬉戏。

第三，注意交通安全。马路不是游戏场所，不能在道路上玩
耍;不仅自己要遵守交通规则，还要互相提醒，相互监督，相
互照应，当一名维护交通安全的“宣传员”;不坐“三无”车
辆;过马路时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靠右行;在城市里还
要注意走斑马线，走人行道。

第四，提高食品卫生安全和自我防范意识。不在路边小摊点、
无证无照的商店买东西，不买“三无”过期变质食品，不暴
饮暴食。在校外不能随意的相信别人，碰到有人问路时我们
只能指路不能带路，不能和不熟悉的人一起玩，遇到坏人时
应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

第五，要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学校各种规章制度。
不迟到早退旷课，不违纪，按时作息;严禁翻越学校围墙和大
门;不参加结伙斗殴、盗窃、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严禁购买、
收藏、携带管制刀具;爱护学校财产，不损坏公物;配合门卫
人员的管理工作，保证校园的安全。

第六，注意增强“防火防盗”意识，随时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要保管好自己的钱物，防止各种事故的发生。如果发生安全
隐患要及时报告老师。



小学三年级防火安全教育班会篇五

如今安全教育是学校一项重点工作，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是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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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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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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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三年级防火安全教育班会篇六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
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现在是什么季节?对，现在是夏季，天气渐渐变得很
热了，你们热了怎么办?可是今年有好几个小朋友因为热就悄
悄去河里、池塘里洗澡，你们想知道他们去洗澡发生了什么
事吗?告诉你们，今年涪陵有好几个小孩下河洗澡被淹死了，
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好可怜，老师伤心，
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很伤心。

二、防溺水教育

小朋友们，我们怎样使自己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呢?我认为应做
到以下几点：

(一)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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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江游泳。

(3)我们是未成年人，很多同学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有同学
不慎掉进江河、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我们不能擅自下水
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来相助或拨打“110”。

(二)老师谈谈事例，并由学生扮演小品

本学期__学校在周末，几名学生到讲河边钓鱼玩，有两名学
生不慎溺水死亡。这个悲惨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什么?这几个同
学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1)议一议：

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

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2)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3)由这个事实谈谈我们的心得体会。

(三)说一说

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三、小结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
希望你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



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小学三年级防火安全教育班会篇七

1、全面推动我校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学生溺水事故的发生。

2、让学生了解和掌握防溺水和自救的常识，提高自救自护
的`能力。

3、学习后，能改变自己在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
提高对生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防范能力。

随着夏季到来，天气多变，雨水多，河里、沟塘里经常会涨
水，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河边、沟塘玩水，很容易出现安全
事故。而且，夏天天气很热，有的同学就悄悄地去河里、沟
塘里洗澡，时有溺水事件的发生。父母给你的生命只有一次，
所以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注意安全。

1、游泳中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学生分组讨论以后，教师进行总结。

游泳要严格遵守“四不”：未经家长、老师同意不去；没有
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深水的地方不去；水库、池塘不
去。

2、在网上搜集学生发生溺水而导致死亡的事故，然后组织学
生共同分析发生溺水事故的原因，教师做总结。

溺水原因只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劳
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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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危险且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良好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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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组织并在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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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
应先在浅水处淋洗，待适应水温后在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
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呛水时假牙落入食道或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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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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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小腿或脚步抽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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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声呼救。向附近的成人大声呼喊，尽量引起大人注意，
请大人开展营救。

2、简明扼要的向施救人员讲清落水人数、地点，便于开展营
救工作。

3、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
至岸边。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不能贸然下水营救，应立



即大声呼救。

1、同学们小结；通过学习教育，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同学们，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
握在你的手里，希望同学们通过这堂安全教育课，学会珍惜
生命，养成自觉遵守防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小学三年级防火安全教育班会篇八

1、引导学生懂得不避风险学相处要友爱谦让，不相互打闹，
学会正确处理同学间的矛盾。

2、初步形成避免在活动、游戏中赞成误伤的意识，学会辨别
具有危险性的游戏。

3、学会正确安排课间休息时间，课余时间做有意义的活动。

教材分析：

引言部分通过一段简短的话，描述了同学相处的重要意义，
并引出本课的主要任务-------在快乐的学习生活中、在同学
相处中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主体部分共设“和睦相处防意外”和“课间活动注意安全”
两个主题。

每天早晨，伴随着灿烂的朝阳，倾听着清脆的鸟叫，同学们
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来到校园，快快乐乐地学习知识、开
展活动，多么幸福啊!可是，你知道吗?即使在美丽的校园内，
我们也要注意安全，不能疏忽大意，要不就有可能发生一些
意外伤害事故。因此，我们要让安全的警钟长鸣，请记
住：“安全无小事”，处处要小心。同学们，这可不是危言
耸听哦。不相信吗?那就赶快读读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吧。



【

一天放学后，某小学两名学生小乔和小王在学校操场一起玩
耍。小王把小乔当作靶子，取出自制的小弓箭放上小木棍玩
射击游戏，玩得特别开心。可是，就在小王对小乔射第三箭
时，悲剧发生了!尖尖的小木棍飞快地往前飞去，一下击中了
小乔的右眼，小乔捂着眼睛疼得在地上打滚，鲜血不停地从
眼睛里流出来，小王吓得目瞪口呆，赶紧去学校找老师。老
师们赶来后，立刻把小乔送到了医院，医生竭尽全力进行抢
救治疗。可是因为伤势严重，虽然花费医疗费6万余元，小乔
的那只眼睛始终没有治好，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造成了终
生残疾。

同学们，读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沉甸甸的?只
是因为同学之间的玩耍嬉戏，只是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竟
然使小乔的眼睛一辈子都无法看见光明，竟然造成了终生残
疾，这真是太悲惨了!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正是因为同学们
拥有对危险的模糊认知能力、较差的防范意识、柔弱的体质
和脆弱的心理素质，才导致了这一类意外伤害的发生。因此，
为了使自己和同学们能够健康地、安全地快乐地学习、活动
与生活，在校园内活动时，我们必须增强安全意识，时刻注
意安全，了解一些在校内活动时怎样预防意外伤害的基本知
识。

小学校内活动致意外伤害事故,主要是指学生在校活动时，由
于不可预见的原因或不可抵抗的力量而导致的人身伤害事故。

20xx年10月31日19点多钟，某市某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正在进
行晚自习，老师在讲台上批改作业。19时50分左右，9岁的女
生杨杨隔着过道撑着两边的课桌跳跃时，不慎摔倒在地，顿
时大哭起来。医务室的医生发现杨杨的两颗牙齿被部分摔断。
“虽在医院进行了牙齿修补手术，但这次意外对孩子未来生
活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十分担心。”杨杨的妈妈说。



同学们，这是一起偶然发生的普遍事故，可能在你的周围也
发生过类似的事故。杨杨在课间休息时，自己隔着过道撑着
两边的课桌跳跃时，不慎摔倒在地，造成了两颗牙齿部分摔
断的事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主要
是杨杨没意识到隔着过道撑着两边的课桌跳跃是一种危险的
行为，不知道自我保护，又因为疏忽大意，不慎摔倒。另外，
周围的同学没有进行及时劝阻和提醒，也没有站在一旁进行
保护，所以造成了意外伤害。所以，在开展每一活动之前，
我们都要想一想是否安全，是否可行，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首先，我们要明确，最易发生安全事故的时间出现在：体育
课、运动会、课外活动、全体集体活动、上实验课，最易发
生安全事故的地点是楼梯、校门口200米内，操场、实验室、
厕所等。

其次，我们要注意在校园活动时有意识的加强安全防护。请
你先读读下面这首儿歌，再看看一些具体的建议。

教室走廊不追逐，课间文明做游戏。

体育活动要注意，加强保护很重要。

上下楼梯靠右走，不在楼梯上嬉戏。

远离阳台不爬高，不往楼下抛物品。

扫地拖地不玩耍，擦门擦窗要小心。

小学三年级防火安全教育班会篇九

1.懂得预防溺水的相关知识。

2.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件发生。



3.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自制课件

一、导入

二、了解令人心痛的溺水事件?

讨论:你从中体会到什么?

三、看相关图片，体会失去孩子后父母的悲痛

讨论:你看到什么?想到什么?

四、学习《中国儿童意外溺水调查报告》

五、教育幼儿如何预防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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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危险且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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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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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育幼儿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教学主要是通过教师课件演示、学生讨论、角色扮演来完成，
使学生认识到了在河道、水渠、池塘、水井、水池、水库中
嬉水落水的.危险;知道了在路上的井盖以及开放性水域无明
显警告标志和隔离栏的地方危险性大;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
长，疲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
漩涡很容易造成溺水事故。让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溺水自救与
预防知识，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但是，安全教育不是一二节
暑假安全教育课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要将安全工作细致化、常态化。生命安全，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