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 防校园暴力防校园
欺凌安全教案(实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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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篇一

同学们通过班会，了解雾霾天气带个我们的伤害，并掌握基
本的预防方法，激励学生自觉的保护环境，从小事做起，从
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为我们的家园增添一份努力。赶走雾
霾天气。

(1)通过幻灯片播放有关雾霾天气的图片，

(2)播放那英的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

由班主任主持开场：同学们，最近几天我们的周围都发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呢?答：“都带着口罩来的…..”是啊!因为现
在的空气污染越严重了，所以雾霾天气就越多，危害也就越
大。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

(1)播放有关雾霾的新闻片段。

(2)出示雾霾天气的图片，并找同学谈谈感受。

讨论：请同学们结合图片与实际分组讨论，雾霾天气到底给
我们带来了那些伤害。为改变雾霾天气，我们应怎么做
呢?(并找同学回答)



班会总结：恩!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空气的污染对我们以
后的生活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如有的同学回答说：以
后我们不能经常在室外玩耍了.....

老师总结什么是雾霾：空气中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遇
到水气而形成的混浊现象。并要求学生在雾霾天发生的时候，
尽量减少课外活动，上学放学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戴口罩。
并将班会内容讲给家长听，相信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应
对雾霾天气带来的诸多生活不便。

老师总结：同学们，通过今天的主题班会，我们再次认识了
雾霾天气带给我们的困扰，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所以，为
了我们蔚蓝的天空，我们应从今天开始，人人做到保护环境，
争取做到低碳环保，尽量不燃放烟花炮竹，多植树多种草，
提高空气质量，为人类造福。为自己造福。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篇二

“珍爱生命，安全第一。”安全问题伴随着人的一生，安全
隐患存在与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方方面面。然而人们
对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很不到位，安全意识淡薄，安全事故也
屡屡发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交通
工具逐渐增多，变得越来越方便。就因为有了这些先进的交
通工具，人们的生命才一步步受到更大的威胁。

20--年9月7日凌晨，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农民王某受雇主张
某的指派，负责驾驶货车拉运渣土，当他行驶至北京市朝阳
区化工路时与他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王某受伤。经北京市
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认定，王某负全责。王某经北京市法
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伤残程度为九级。王某先后共住
院治疗63天，支付了数万元的医疗费及法医鉴定费。虽然交
通执法部门认定王某在交通事故中负全责，但是王某则认为
对于自己因事故所引起并支付的医疗费，及由此引发的相关
费用则应由其雇主王某承担。然而，王某与张某就赔偿金额



进行协商时却未能达成一致。王某遂将雇主张某告到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王某受雇于张某，在从事雇佣活
动中受到伤害，张某应当赔偿王某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伤残鉴定费、残疾赔偿金、子
女生活费、病历复印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但鉴于王
某在交通事故中其自身承担全部责任，可减轻张某的赔偿责
任。法院最终判决张某赔偿王某各种费共计3万元 。判决后，
王某表示不服并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
理期间，王某表示放弃其妻子因护理他造成误工损失的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从事雇佣工作中，
发生交通事故受到伤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
伤害，雇主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此项赔偿是对雇员因职业
伤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劳动能力损失的补偿，与雇员在工作
中的过失无关，不能因雇员的过失而受到影响，故做出上述
判决。

20--年2月11日14时5分，大兴区黄村镇狼各庄村村民薛某在
由南向北步行横穿公路，适有河北省固安县解家务村司机杨
某驾驶农用四轮车由东向西驶来，农用车将薛新开撞出，薛
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

20--年10月23日13时许，通州区郎府乡马场村村民郎某，在
通州区通香公路杜柳棵路口迤东由北向南横穿道路时，被由
西向东驶来的河北省香河县淑阳镇胡庄子村村民张某驾驶的
旅行车撞伤，郎某经医院抡救无效死亡。

这一起起案例，都是血的教训。所以我们更应该遵守交通法
规，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安全这永恒的话题，将伴你我终
生。

校园暴力安全教育课心得体会2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篇三

1.认识校园欺凌的危害性，自觉抵制校园欺凌现象；

2.能够正确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冲突；

3.掌握与校园欺凌做斗争的方法

一、观看《关注校园欺凌现象》视频，引入新课

二、思考

1．什么是校园欺凌？你遭遇过校园欺凌吗?学生结合观看的
视频以及生活实际回答。

校园欺凌是发生在校园中的一些学生奉信暴力决定一切，以
多欺少，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等现象，校园欺凌是个全球性
的问题。

2．讨论：校园欺凌有什么危害？

学生回答并归纳：校园欺凌首先给受害者的`身体带来伤害；
其次是更为严重的心理上的伤害，使受害者产生不安全感，
产生恐惧和焦虑。

3．想一想：面对校园暴力我们有哪些对策？

首先引导学生从受害者的角度想：不要忍着不吭声，告诉家
长或者老师；尽量不要一个人待着，尽量待在人多的地方；
不理睬：如果有人冲你喊，让你交出你的午饭钱，不要理睬
他，装做没听到，继续走自己的路。

其次引导学生从施暴者的角度想：反思一下，值得吗?你要做
的事情可能给你带来批评、处分甚至法律处罚，这将成为你



人生的一个污点。而起因也许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或仅仅是
你自己的一时冲动。这么做，值得吗？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
想：如果你被人愚弄、辱骂甚至是殴打，你会是什么感受？
如果你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长时间的恐惧和痛苦，你忍心吗？
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三、观看中学生消除校园欺凌专题教育片

四、小结

这节课后，同学们要进一步向家长、老师请教如果校园暴力
侵害我的时候，我还能怎样做？完善自我保护的手段，提高
自我保护的能力。希望同学们尽量不看有暴力画面的影视剧，
不读有暴力情节的书刊，不玩有暴力色彩的游戏，不做有暴
力倾向的人，让我们熄灭暴力的火焰，做个健康阳光的学生。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篇四

主 题：与安全同行

设计者：林计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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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同行

——校园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教案

【背景分析】



在一次大课间的时候，我班好几个同学在三楼的教室走廊玩
耍，其中有两个男

同学跨坐上围栏做“骑马”的游戏，旁边还有几个同学在呐
喊助威。在这危险的时刻，幸亏隔壁班的老师发现了，及时
制止了他们，避免了意外事故的发生。专家指出，通过安全
教育和预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有80%以
上的意外伤害事故可以避免。为了让学生能够健康成长，学
校对学生进行校园安全常识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学情分析】

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时、随地性。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年龄在八岁左右，大部分生性好动，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
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好奇，难免将自己置身于安全隐患中。虽
然他们积累了一定的安全常识，但是对某些常识的掌握缺乏
科学性、系统性。学校专门开设校园安全主题班会课，可以
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有关校园安全的常识，更好地掌握有关校
园安全的应对技巧，以便健康、安全、快乐地成长。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了解在教室、走廊、楼梯、操场、饭堂、宿舍等有关校园
生活安全方面的常识。

2、初步具有校园生活的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分析校园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安全问题，使学生懂得有关
校园生活安全方面的常识。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学生通过活动，亲身体会校园安全的重要性，树立校园生
活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2、通过活动中的真实案例对学生心灵的冲击，激发学生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珍惜。

【教学重难点】 了解校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相关的安全常识，
初步具有校园生活的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教学对象】

小学三年级学生。

【教学形式】

本节主题班会将采用看新闻、视频演示、讲解、朗诵、分小
组讨论汇报、知识竞赛、演小品、唱歌等形式，并利用多媒
体课件进行辅助教学，对学生进行校园安全的教育。

【教学准备】

1、活动前给学生合理分组，并布置学生收集在学校里我们需
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2、搜集资料，制作教学课件。

【教学时间】

40分钟。

【教学过程】 (一)新闻警示,揭示班会活动主题。

1、让学生课前欣赏少儿歌曲《校园的早晨》mtv，感受校园生



活的美好。

2、刚才的歌曲好听吗？从刚才的歌曲中我们感受到校园的生
活是多么的美好！

学校是我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的地方，但是由于同学们的
一些不当行为，往往会酿造出一起起我们不愿发生的安全事
故。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发生在校园里的一起严重的安全
事故吧！

3、课件视频播放一起伤亡惨重的校园踩踏新闻事件。

湖南省湘潭市辖内的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发生一起伤亡惨重
的校园一件。这一惨剧发生在21时，晚自习下课之际，学生
们在下楼梯的过程中，一学生跌倒，骤然引发拥挤，造成8人
死亡、26人受伤。）

4、看了新闻后你有什么感受？（指名回答）

5、小结：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生命是最宝贵的，但也是
脆弱的。今天，为了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我们将开展一
次校园安全教育主题班会——“与安全同行”。（投影出示
课题，齐读课题。）

（二）师生互动,了解校园安全常识。

1、课件出示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的校园踩踏新闻事件的文字
内容和图片。

（文字内容：20xx年12月7日，湖南省湘潭市辖内的湘乡市私
立育才中学发

生一起伤亡惨重的校园一件。这一惨剧发生在21时，晚自习
下课之际，学生们在下楼梯的过程中，一学生跌倒，骤然引



发拥挤，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

2、出现这样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惨剧是大家都不想见到的，
而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指名回答）

3、是啊！这多危险啊！短短的几分钟，在短短的楼道里，送
上八条生命，真可惜！那么在学校里，我们应该怎样注意上
下楼梯的安全呢？请同学们在小组内讨论讨论。

4、分小组汇报。 让小组长汇报讨论结果，其他同学可以补
充，老师作适当引导，并择机出示下面的课件，以图文的形
式启发教育学生在上下楼梯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课件分别出示）

上下楼梯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上下楼梯靠右走，楼梯拥挤等一下。

*在楼梯玩游戏是非常危险的。不能在楼梯扶手滑下来。

*遇到楼梯里人比较多的时候，不要拥挤，不要起哄，不要制
造紧张或恐慌气氛，也不要贸然弯腰捡东西或系鞋带。

*顺着人流走，切不可以逆着人流前进，否则，很容易被人流
推倒。

*发现前面有人突然摔倒了，马上要停下脚步，同时要大声呼
叫，告知后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

*若自己被人群拥倒后，要设法靠近墙角，身体蜷成球状，双
手在颈后紧扣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5、除了在楼梯注意安全外，在学校里那些地方我们还需要注
意安全呢？



6、根据学生的回答，出示课件：（室内：教室、饭堂、宿舍；
室外：走廊、操场。）

7、这些地方需要注意哪些安全呢？请各小组选择一个地方进
行分析、讨论。

8、分小组汇报，老师作适当引导，并择机出示下面的课件
（图文结合）：

室内：

（1）教室：教室是学习的场所。在教室里互相追赶，会被桌
椅碰伤或伤到其他同学；进出教室时，要轻推轻关。用力推
门、关门极易使门产生强烈的弹力，撞伤自己和他人。用铅
笔或其它尖锐的东西互相打闹，或耍弄教具、拖把、扫把等
都会伤到自己或其他同学。

（2）饭堂：饮食要注意卫生，勤洗手，不暴饮暴食、不吃变
质的东西。吃饭时打闹、嬉戏、开玩笑等，这样的做法是非
常危险的，稍不慎就有可能被噎着。

（3）宿舍：宿舍是休息的场所，在宿舍里互相追赶，用枕头、
棉被来玩耍，不但自己会碰伤，也会伤及其他同学；在床上
跳来跳去会摔下来。

（4）在狭窄的教室门口、饭堂门口、宿舍门口、卫生间门口
推推搡搡，拥挤成一团，或者猛冲猛跑，或追跑打闹，会跌
倒摔伤自己或撞伤别人。

（5）不要用硬的物品接触电源，也不要用人体某个部位接触
电源，以防触电；不要乱插、私接电源，特别是不要用湿手
去触摸电源插头；不要用湿布擦电器开关。

室外：



（1）走廊：课间的时候，走廊人特别多，在走廊奔跑会撞到
其他的同学或老师，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特别要注意墙角拐
弯处，一定要看清楚再走。不要爬坐在走廊的围栏上。 （2）
操场：上体育课要听从老师的口令，做好准备运动，遵守各
项运动的规则。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篇五

惩治、遏制校园暴力，治理校园欺凌问题再一次提上了国家
议事日程。那么，家长和学校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这
未必可行。法制文明要从娃娃抓起，家校要走的路仍然还长，
但必须得坚定走下去:促进法律健全，使我们的孩子从小具备
正确的法制素养、法制意识，既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也懂
得用法律维护共同生活的校园环境等。

近日，一条海南省琼海市“长坡中学打人”的视频在网上流
传。据南海网报道，事件发生于5月20日。此外，该校5月18
日也发生了一起学生打人事件。5月21日上午，琼海市教育局
就此视频事件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七项措施专项治理校园暴
力。此事件距离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于4月28日向各
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尚不足一个月。
4月28日，重庆市彭水县桑拓中学一名学生在厕所内遭到至少
三名学生群殴，胸部被利器捅伤致死。同日，辽宁省庄河市
第二十二中学课堂上，初二男生吕某遭同班同学姜某割喉身
亡。

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原本安宁的校园蒙上了一层阴影。对
于曾经遭受校园欺凌的张宇来说，更是如此。他告诉《法制
日报》记者，在欺凌事件发生后，校园再也不是自己向往的
地方了。他整日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可能是太害怕了，我就偷偷地拿了一把刀，每天放在书包
里。心想如果有人再敢打我，我就拿刀捅他。”张宇回
忆，“庆幸的是，那群欺负我的学生，之后没有再来打



我。”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
授徐光兴认为，对于被欺凌者来说，如果心理层面得不到及
时疏导，可能会陷入两种极端:陷入抑郁中不能自拔，甚至会
产生自杀想法;或寻找比自己弱的目标，将情绪转移到弱者身
上，被欺凌者变为新一轮的欺凌者。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篇六

这一幕幕悲惨的画面虽然是我在学校交通安全教育的宣传片
中看到的，但我知道这一幕幕却是真实地发生着，而且悲剧
还继续着。每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丧命于那无情的飞奔
的车轮底下，有多少人因交通事故而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
有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呢?“交通安全”
这是全世界真切呼吁的话题，这大多数的车祸却都是由于肇
事者无视交通法规而造成的。这一幕幕惨剧是可以避免的。
想到这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些血淋淋的交通事故，永远提醒着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惨痛
的教训，千万不能把生命当儿戏。短暂的一瞬间，肇事司机
成千古恨，亲人们沉浸在悲剧之中，呼喊毫无意义，最后剩
下的只有一辈子的悔恨和泪水，生不如死的痛苦。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教育片中的一个画面：一个小女孩在穿越
一条马路时，被疾驰而来的卡车拦腰撞上，失去了下半身。
从此，她就只能靠篮球裹着身体来行走……看到这里，我的
心里只有同情和愤恨。我同情那小女孩，有花季般的年龄快
乐阅读网失去了精彩的人生;我痛恨那司机，因为他的“一时
不小心”毁了女孩的一生幸福。与这名小女孩有一样悲惨的
人有无数个，这血的教训为我们现代人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
钟。

这教育片人人看了都会伤心，而那些不遵守交通法规的人，



看着都流泪了，还不听劝告……难道他们没想想以后的结果
吗?想了，就是一时图方便，忘记了这么多的教训。

校园暴力安全教育课心得体会3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篇七

1、宣传学习并且贯彻我国“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消防工作
基本方针，基本法规。

2、了解消防安全常识，火灾扑救常识，重视安全，珍惜生命。

3、学会正确使用液化气，煤气，电器，掌握灭火方法，自救
与逃生方法，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消防安全常识，扑救常识，灭火方法。

掌握灭火方法。

1、师生搜集一些“消防安全事故”实例。

2、四瓶液化气（小瓶），四个煤气灶（小）。

3、4台小灭火器。

自主参与实践、合作探究式。

（一）导入新课。

（1）教师讲述两个“火灾案例”以引起学生注意。

案例一2003年2月23日，河南省新野县某小学四年级七名学生
中午放学之后，到学校附近个体电气焊修理部门前玩耍。其



中1人出于好奇，用火柴点燃自制电石桶（乙炔发生器）细钢
管口，引起爆炸。当场炸死2人，重伤1人，轻伤2人。

案例二2005年4月5日上午，山西省某煤矿第二小学四年级
共195名学生，在10名老师带领下，到七、八里外山上春游，
发生因学生野炊引发大火，当场烧死学生29名，重伤1名，轻
伤3名恶性事故。

（2）学生分组讨论（四人小组）“消防安全事故”实例，把
所见所闻讲述给同组同学听，以增强火灾预防意识，安全意
识。

（二）分组讨论“消防安全”应该注意事项，火灾扑救方法，
及逃生方法。

（1）校园防火应该注意什么？

（2）如何使用液化气、煤气？

（3）如何使用电器？

（4）外出野炊应该注意什么？

（5）发生火灾时应该如何报警？

（6）火灾扑救有哪些方法？

（7）人身着火时如何自救？

（8）楼房着火如何逃生？

（9）山林着火如何逃生？

（三）小组代表分题发言。



（四）学习“消防安全常识”教材全文，学习“火灾扑救常
识”全文。

（1）自学“消防安全常识”教材全文。

（2）男女生分组朗读“火灾扑救常识”教材全文。

（五）板书设计：

（一）消防安全常识（略）

（二）火灾扑救常识

（一）火灾报警（二）灭火方法（三）自救与逃生

（1）向周围群众报警

（1）隔离法

（1）人身着火时自救

（2）向公安消防队报警

（2）冷却法

（2）楼房火灾时逃生

（3）窒息法

（3）山林着火时逃生

（4）抑制法

（六）实践活动：



1、分4人小组，让学生实例操作怎样安全使用液化气、煤气
灶。

2、分4人小组，“用灭火器”演示如何“灭火”，让学生实
例操作如何使用“灭火器”。

七、教师赠言：

同学们：火灾无情！

请注意防火！

请注意安全！

请珍惜人生！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篇八

最近，西单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暴力杀人案，使我有了很
大感触。

校园是我们增长知识、接受教育的地方，本不该为暴力事件
的阴影笼罩，可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未成年
人犯罪增多，有些地区年增幅在30%以上，作案者和受害者绝
大多数为像我们这样的在校学生。

从80年代末到现在已出现了一个未成年人犯罪高峰，我国出
现的校园暴力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由于影视业的商业化，暴
力恐怖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充斥我们的视野，许多作品中对
于犯罪过程细节的描述，成了不少青少年模仿的根源，而校
园又成了他们“付诸实践“的理想场所。

校园暴力同时也体现出人际交往问题，人际交往需要风度，
风度就是用温柔去对待倔强的人，用宽容去冰冻苛刻的人，



用热情去融化冷酷的人。

儒家学说认为，人心固然有善端，但它一开始只是一个萌芽，
而且它随时会遭到私心杂念和外界诱惑的摧残。这萌芽要成
熟、长大，就需要特别的守护和滋养。提高德性是一个十分
艰难的修养过程。游戏人生，看起来固然潇洒，可如此泛泛
而过又能找到什么样的人生感觉?生命是单程线，没有回头的
机会。

我们青少年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应当互相帮助、互相谅解、
互相包容。仇恨的种子，长不出和平的芽，单纯的冤冤相报
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现在校园里出现了校园暴力，
闹的同学们都人心惶惶。

校园暴力事件虽然发生在学校里，发生在我们这些学生身上，
但这也是社会大环境的一个缩影，全社会都应引起高度关注，
并采取相应措施，共同努力，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在校园
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校园暴力问题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处处是选择。选择，
一次生命的郑重承诺。人生是一次选择，选择犹如一条奔腾
不息的河流，顺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航船则能勇
往直前，鹏程万里;而逆流的航船只能是你举步艰难，欲步不
前，甚至被猛浪或漩涡永远打翻而深沉海底。选择，是一次
对人性的不断完美。

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拒绝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篇九

1、宣传学习并且贯彻我国“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消防工作



基本方针，基本法规。

2、了解消防安全常识，火灾扑救常识，重视安全，珍惜生命。

3、学会正确使用液化气，煤气，电器，掌握灭火方法，自救
与逃生方法，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消防安全常识，扑救常识，灭火方法。

掌握灭火方法。

1、师生搜集一些“消防安全事故”实例。

2、四瓶液化气（小瓶），四个煤气灶（小）。

3、4台小灭火器。

自主参与实践、合作探究式。

（一）导入新课。

（1）教师讲述两个“火灾案例”以引起学生注意。

案例一 2003年2月23日，河南省新野县某小学四年级七名学
生中午放学之后，到学校附近个体电气焊修理部门前玩耍。
其中1人出于好奇，用火柴点燃自制电石桶（乙炔发生器）细
钢管口，引起爆炸。当场炸死2人，重伤1人，轻伤2人。

案例二 2005年4月5日上午，山西省某煤矿第二小学四年级
共195名学生，在10名老师带领下，到七、八里外山上春游，
发生因学生野炊引发大火，当场烧死学生29名，重伤1名，轻
伤3名恶性事故。

（2）学生分组讨论（四人小组）“消防安全事故”实例，把
所见所闻讲述给同组同学听，以增强火灾预防意识，安全意



识。

（二）分组讨论“消防安全”应该注意事项，火灾扑救方法，
及逃生方法。

（1）校园防火应该注意什么？

（2）如何使用液化气、煤气？

（3）如何使用电器？

（4）外出野炊应该注意什么？

（5）发生火灾时应该如何报警？

（6）火灾扑救有哪些方法？

（7）人身着火时如何自救？

（8）楼房着火如何逃生？

（9）山林着火如何逃生？

（三）小组代表分题发言。

（四）学习“消防安全常识”教材全文，学习“火灾扑救常
识”全文。

（1）自学“消防安全常识”教材全文。

（2）男女生分组朗读“火灾扑救常识”教材全文。

（五）板书设计：

（一）消防安全常识（略）



（二）火灾扑救常识

（一）火灾报警（二）灭火方法（三）自救与逃生

（1）向周围群众报警 （1）隔离法（1）人身着火时自救

（2）向公安消防队报警 （2）冷却法（2）楼房火灾时逃生

（119） （3）窒息法 （3）山林着火时逃生（4）抑制法

（六）实践活动：

1、分4人小组，让学生实例操作怎样安全使用液化气、煤气
灶。

2、分4人小组，“用灭火器”演示如何“灭火”，让学生实
例操作如何使用“灭火器”。

同学们：火灾无情！

请注意防火！

请注意安全！

请珍惜人生！

校园暴力的安全教育篇十

教学目的：

1、让学生了解食品卫生安全知识，认识食物中毒特征，提高
自我救护意识，预防发生食物中毒。

2、让学生了解游泳时或不小心溺水的预防。



3、在学校安全教育中，要认识道路安全标志，了解和遵守交
通规则，做到行走安全、外出乘车安全。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陈述一些因食品卫生而出现问题的学生。(有腹泻、腹痛、
呕吐等)

2、让学生说一说怎样区分问题食品，预防食品中毒。

二、重点讲述

(一)食物中毒的预防。

预防食物中毒，首先要讲究个人卫生，做到勤洗澡、勤洗衣
服、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换床单和被盖(一月一次)。保持
教室、宿舍及环境的清洁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不暴饮
暴食的良好习惯。其次做到"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吃
不洁瓜果、不吃腐败变质食物、不吃未经高温处理的饭菜、
不喝生水、不吃零食。再就是要从食品标签上注意识别食品
质量，选择安全的食品是把住"病从口入"的第一关。

1、认识食物中毒特征。

潜伏期短：一般食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发病胃肠道症状：腹
泻、腹痛，有的伴随呕吐、发热

2、提高自我救护意识出现上述症状，应怀疑是否食物中毒，
并及时到医院就诊，同时报告老师。

c不吃变质剩饭菜



d少吃、不吃冷饮,少吃、不吃零食

e不要长期吃辛辣食品

f不要随便吃野果，吃水果后不要急于喝饮料特别是水。

g剧烈运动后不要急于吃食品喝水。

h不到无证摊点购买油炸、烟熏食品，尽可能在学校食堂就餐。
千万不要去无照经营摊点饭店购买食品或者就餐。

i不喝生水，建议喝标准的纯净水。从家里所带腌制品在校不
能超过2天

j谨慎选购包装食品，认真查看包装标识、厂家厂址、电话、
生产日期是否标示清楚、合格。查看市场准入标志(qs)：为了
保护人们饮食卫生安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自2002年
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对出厂食品，
经过强制检验合格后，加贴市场准入标志，方便选购。2002
年起，对小麦粉、大米、食用植物油、酱油、食醋等5类食
品;2003年下半年，对方便面、膨化食品、罐头、冷饮等10类
食品，实施了市场准入制度。

(二)游泳时或不小心溺水的预防。

为了杜绝因游泳造成溺水，学校规定小学生不准下河、下塘、
下溪等游泳。即使在进行游泳活动，都必须要由懂水性的家
长带领，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采取正确的措施才能游泳。
但学生由于小，不小心溺水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发现青少年
溺水，首先抓紧时间进行救护，不会游泳的，迅速取浮物抛
入溺水者最近的水中，会游泳的，在确保安全下采取正确的
方法进行施救。上岸后，就及时倒水，及时进行人工呼吸及
心脏按摩。有运输条件的地方，可以在运输条件的地方，可
以在运输工具上施行胸外心脏挤压和口对口人工呼吸，同时



将病人送往就近的医疗急救单位。为了防止低年级孩子溺水，
要注意以下几方面教育孩子：

(1)要教育孩子不单独到井边、塘边等有水的地方玩耍，告诉
其危险性;(2)有水缸的学校要在学校加盖。

(三)道路交通安全

三、让学生互相交流，谈谈体会。

四、总结

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因为它关系到
我们全体师生的身心健康问题。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和
生活中要引起注意，如果忽略了这项，其后果不堪设想。

五、安全倡议

倡议：

1、我们要树立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若发现有安全隐患，要及时向学校汇报，防患于未然。

5、要注意实验课的安全，在上实验课前一定要认真听老师讲
解注意事项;在做实验时要严格按照要求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