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生法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 小
学生安全教育班会(优秀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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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法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一）导入：透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树立交通安全意识，
从精神上远离交通安全隐患，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为了贯彻
落实公安部、教育部《关于加强中职学校交通安全工作的通
知》精神，继续进一步搞好我校的交通安全教育，减少交通
违章，杜绝交通事故。让学生了解交通活动中必备的安全知
识，懂得安全的重要，并把自我学到的知识传达给周围的人
们。

（二）交通知识

1、道路、交通2、交通安全3、交通法规4、道路交通标志和
交通信号5、看图识标志

（三）讨论分析

1、行人为什么要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要靠路边行走？

2、行人横过马路为什么要走人行横道？

3、没有划设人行横道的马路就应注意哪些？

4、为什么不能翻越护栏？



5、为什么不准扒车、追车、强行拦车？

6、为什么走路时不能看书或做其它活动？

7、骑自行车就应注意什么？

8、乘汽车时要注意什么？

9、遇到交通事故怎样办？

总结：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尤其要注意的是骑自行车的安全和
过马路的安全。

（一）导入：请看这些学校事故

案例一：

10月25日晚，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广纳镇小学四年级至六年
级寄宿制学生晚自习结束后，在下楼梯时发生拥挤踩踏事故，
造成8名学生死亡，45名学生受伤。

案例二：

11月8日，学生李某午饭之后到学校教学楼三楼走廊上玩耍，
他右脚跨在走廊栏杆上，不慎失手坠落至一楼，因头部严重
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例三：我班的一位男同学，在体育课的舞蹈练习中，由于
动作不规范，被自我的脚绊倒在地上，右肩着地，造成右肩
粉碎性骨折，要植入钢板固定骨头，目前正在康复中。

案例四：在一节早读课前，某校一名女同学，因与一名男同
学发生口角，一怒之下，拿起圆珠笔往男同学的手臂插去，
导致男同学的手臂被伤。



（二）结合案例，谈启示，结合以上五个案例，谈谈你有什
么启示？

（三）学习安全知识

1、日常行为安全：不携带刀具、火种或其它危险品进入学校；
严禁勾引校外人员来校滋事、打架；不进网吧、游戏室、歌
舞厅等娱乐场所；不在楼梯、走廊上追逐打闹、推撞；上下
楼梯靠右行，不拥挤、不抢行；严禁攀爬围墙、栏杆及大树。

2、体育课、实验课安全：上体育课时，要有防范意识，不随
意投掷器材。实验课时要严格操作程序，按规范操作，不随
意动用器材和药品，不携带任何化学药品出实验室。

3、群众活动安全：班级、年级、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要严
格遵守活动纪律，听从教师的指挥，身体有不舒服的要及时
告知教师或身边的同学。

4、心理健康安全：心理上出现问题可采取适当方法加以排解，
如可找教师、家长、学生、朋友等倾诉。

小学生法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为了让同学们过好这个“安全、健康、愉快、有益”的丰富
多彩的寒假生活，在寒假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和注意哪些
方面，在今天的寒假安全教育主题班会上，我们就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寒假各项安全等方面对同学们进行安全教育和自
我防护知识的培训，确保同学们在家过一个安全健康的寒假。
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学习：

(1)不接受陌生人的同行或做客邀请。

(2)人群拥挤不要好奇，应远离人群以保护自己



(3)公共场所玩要有大人带领，遵守安全规则，采取到保险措
施。

(4)若被推倒，要设法靠近墙壁，身体面壁蜷成球状，双手在
颈后紧扣，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如有可能，抓住一样
坚固牢靠的东西。

(5)发现有人摔倒，要马上停下脚步，同时大声呼救，告知后
面的人不要靠近。

1、不暴饮暴食，按时吃饭

2、不吃“三无”食品和过期食品

3、外出游玩，在无家长陪伴的

5、注意户外活动安全，外出要征得家长同意，不在危险地带
玩，不做危险游戏。把自己的去向和返回时间告诉家长，有
什么情况要及时与家长联系。

6、不用湿手摸电器，发现别人触电不能用手拉，要用干木棒
把电源打掉。

情况下，严禁到沟、河、

海、森林、水库等处玩耍。

1、不准玩火，不得携带火种，发现火灾不得逞能上前扑火，
要及时报告大人或报警。

2、小心、安全使用煤气、液化气灶具等。

3、燃放烟花爆竹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做到不放或在家长
的指导下燃放。



1、防溺水

2、不要玩火

3、远离网吧

4、不要滑冰

孩子的安全也需要家长的守护，寒假即将到来，愿每个孩子
都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小学生法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一）班会目的：

1.使学生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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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须应变本事。

（二）活动地点：教室

（三）教育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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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班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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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怎样处理的？发生火情应当怎样



与消防队取得联系？（打火警119、讲清出事地点详细地址、
火势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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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怎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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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巩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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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情景时，要坚持镇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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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不随便摆弄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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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学生发表本节班会课的感想。

（七）、班会后记

小学生法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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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月xx日7：20我路桥1002班全体同学在本班教室召开
了“安全教育”主题班会。会议由团支书陈韵同学主持。

班会结合学校“安全、文明、法纪”三项教育的主题与大学
生切身安全与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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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利开展此次班会，各
班委积极参与各种安全知识的搜集与整理，并在会前到各宿
舍做了充分的知识宣传工作。

会议从近期发生的“狗洞”火灾案例展开，从财产安全、地
震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全、水灾等多方面全
面地了解了各种防灾避险知识与注意事项，并对所见所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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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会进入了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同学们对问答中
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参与其中，现场欢笑声不
断，轻松的气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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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最后，同学们一起观
看了一段关于宿舍防盗知识的视屏，分别介绍和展示了小偷
和各种偷盗手段以及防范措施，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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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班长和团支书组织班委对各宿舍的卫生、用电安全以
及安全隐患作了检查与排除，并向学校汇报了各宿舍的具体
情况。

通过这次班会，我们意识了很多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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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进一步的加强。同时
还要强调以下几点：

1.思想上时时讲安全，事事重安全。我们在工作学习中不能
掉以轻心，不能麻痹大意，要警钟长鸣，长抓不懈，确保学
生安全。

2.我们仍要注意到我们的宿舍一些关于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细
节问题：宿舍里边各种电线交织，易燃物品随意堆放；有些
同学邀请不熟悉的人到宿舍做客等。

我们会在以后的班会上不时提醒同学注意宿舍个人财务安全，
提醒同学对自己重要物品如身份证等不时检查。

3.由于学校门口在修建地铁，交通不便，许多校外车辆为方
便而穿过学校走捷径。从外校进来的车辆给校内交通安全增
加了隐患，因此，同学们在骑车上下课时一定要注意不要逆
道行驶，不要并排骑车，不要嬉戏。

4.同学们出行时一定要注意个人财物安全。最近很多同学遭
遇到了小偷和街头抢手机事件。同时在校内各大食堂的就餐



高峰期，也要注意小偷趁人多盗取财物。

5.除以上几点外，我们会定期召开安全主题班会，对出现的
问题积极讨论，采取措施，未雨绸缪。

“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特别要时刻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
因为只有我们平平安安的，那些深爱着我们和我们深爱着的
人才能真正地幸福！

总之，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确保同学们在学校安全快乐
的生活，使每个同学都能感到一个完整、幸福的“家”的温
暖。

小学生法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加强法制教育宣传，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学生养成
学法、懂法、依法办事的好习惯，有效地树立和维护学校良
好的`学风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

强法制教育宣传，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学生养成学
法，懂法，依法办事的好习惯，有效地树立和维护学校良好
的学风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

让学生更了解法律，并知道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使学生在遇
到某些情况下（如：被打劫、勒索等）懂得如何运用法律去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通过案例分析和学生参与讨论事例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
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帮助还要通过未成年人的配合才能收到
良好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教师和社会不可能
时时刻刻呵护着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只有自己长本事，才能
有效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侵权侵害。所以，在加强来自家



庭，学校，社会保护的同时，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中学生
认真学习法律知识，依法自律，正确对待父母和学校的教育，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十分必要。

（一）正确对待父母和学校的教育

随着年龄的增长，未成年学生的独立自主意识逐渐增强。未
成年学生的独立自主的意识是很可贵的，有些未成年学生对
家长和教师的教育缺乏正确的态度。如认为父母“赶不上潮
流”。对父母的话听不进去，甚至动不动就与父母顶撞，耍
态度，发脾气；对教师的批评教育很反感，认为是和自己过
意不去。如果连教师，家长的正确教育也不接受，那就很容
易在生活的道路上出现偏差。

（二）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应该
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最有效的措
施是求助法律。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

（三）中学生预防侵害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

原则：

1、依靠法律

2、依靠组织，预防违法犯罪对自己的侵害

3、依靠群众，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对自己的侵害

4、依靠智慧，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对自己的侵害勇于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