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精选10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1、了解安全使用电器的粗浅知识。

2、学习词汇：插头、插座、触电活动准备：

1、幼儿操作卡片2、电线若干、插座若干。

活动过程：

1、通过提问，引起幼儿谈话兴趣，启发幼儿讲述电的用途。

（1）、天黑了，什么都看不见，这时候我想看书怎么办？

（2）、天气非常热，我想在一个凉爽的环境里工作，怎么办？

（3）、房间的地毯上落了许多灰尘，我想把它打扫干净，用
什么？

（4）、灯、电风扇、空调、吸尘器，要让它们工作起来，都
需要用什么？

（5）、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也需要用电？

小结：电有这么多的用处，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方便，我们



在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它了，它是我们的好朋友，但这位朋
友有时候也会发脾气伤人的。

2、请幼儿取出操作卡片，引导幼儿观察、讨论，帮助幼儿了
解安全使用电器的粗浅知识。

（1）、提问：这只小熊做得对不对？这样做会怎样？为什么？

出示一段电线，让幼儿观察它的基本结构和作用，让幼儿知
道电线的内层是一根铜线，可以传电，外层是塑料，包裹着
铜线，是保护层，它没有电。如果电线的保护层被损坏，人
们就可能碰到电，电就会给我们带来危险。

（2）、提问：这只小兔在干什么？它这样做对不对？会发生
什么问题？

出示一个插座，让幼儿观察插座的基本结构和作用，让幼儿
了解插座内有铜片或是铜丝是带电的，外层是塑料做的盒子，
起保护作用。如果将手或其它东西伸进插孔，接触到铜片，
电就会传到我们身上，伤害我们。

（3）、提问：这位小朋友在干什么？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

小结：水是可以传电的，如果将电器放在潮湿的地方使用，
会发生漏电。

3、总结：

电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如果不正确使用电器，就会给
我们带来危险。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用电，还要提醒
周围的人也要安全用电。



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要用电先申请，安装修理找电工；不私拉不乱接，私拉乱扯
引灾祸；

保险丝保险片，严禁铜铝铁丝代；破股线不能用，挂钩接电
更不行；

小水泵脱粒机，不准带电来搬移；通信线电视线，远离电线
才安全；

电线下莫盖房，危及安全祸难防；堆柴草打麦场，远离电线
免祸殃；

修房屋砍伐树，小心触电出事故；机动车要安全，勿碰电杆
和拉线；

电线杆和拉线，别把生畜往上拴；杆塔边拉线旁，禁止取土
把炮放；

爬电杆晃拉线，这样玩耍不安全；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
出危险；

高抛物扔东西，莫对电线或电器；玩弹弓打瓷瓶，危害电气
欠文明；

电杆歪线过低，报告电工来处理；线碰树电打火，赶快通知
供电所；

电杆倒线落地，派人看守报县局；拉线缺塔材丢，报告县局
来抢修。

私拉电网属违法，用电捕鱼危害大；一线一地来照明，危及
安全严禁用。



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第一段：

用电安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方面之一。为了保障自己
和他人的安全，我积极参与了用电安全实践活动，并从中获
得了宝贵的经验和体会。通过实践，我深刻认识到了用电安
全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一系列的规范和习惯，使我在以后的
生活中能够更加安全地使用电力。

第二段：

用电安全实践中，我学习了正确的插拔电器的方法。在实践
活动中，我了解到如果不正确地插拔电器，会有电流冲击的
风险。因此，我学会了先关闭电源开关，然后插拔电器，以
避免电流通过我的身体。此外，我还了解到在遇到湿手或者
脚站在潮湿地面时，更要注意插拔电器的安全，这样可以避
免发生触电的危险。

第三段：

在用电安全实践中，我意识到了正确使用电源插座的重要性。
我了解到每个插座都有其额定功率，超过额定功率使用电器
将会导致电路过载，甚至引发火灾。因此，我在使用插座时
会查阅电器的功率，确保不超过插座的额定功率。此外，我
还学会了正确插拔插头，不用额外的办法将插头插入插座，
要确保插头没有松动或者歪斜，这样才能保证安全使用电力。

第四段：

在用电安全实践中，我也学到了合理使用电线的方法。我了
解到电线的破损和老化会导致电线的漏电，增加触电风险。
因此，我会定期检查自己使用的电线是否有破损或者老化现
象，并及时更换，以确保电力的安全使用。此外，我还学会



了避免电线过度拉扯和交叉使用，以免造成短路和电线损坏
的情况。

第五段：

通过用电安全实践，我深刻认识到了用电安全的重要性，并
形成了一系列的习惯和规定。例如，我会定期检查插座和电
线是否正常，没有破损和老化；我会在使用电器前先关闭电
源开关，以减少电流冲击的危险；我还会选择具备标准认证
的电器用品，确保安全可靠。这些习惯和规定不仅使我可以
更安全地使用电力，也让我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人正确
使用电力，共同维护用电安全的环境。

总结：

通过用电安全实践，我深刻认识到了用电安全的重要性，并
通过学习和实践形成了一系列的规范和习惯。在以后的生活
中，我将继续遵守这些规范和习惯，确保自己和他人的用电
安全。我也希望通过宣传和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用电安
全的重要性，并将安全使用电力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电力环境。

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电力是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源，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安全
隐患。为了提高用电的安全性，不仅需要规范的电器设备和
安全措施，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自觉遵守用电安全的实践。在
日常生活中，我积累了一些用电安全的心得和体会，希望通
过分享，提醒大家注意用电安全，共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
的生活环境。

首先，正确使用电器是保障用电安全的基础。我们应该根据
电器的使用说明书，确保电器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中使用。这
意味着我们不能将电器放在潮湿或多尘的环境中，避免发生



短路或漏电的情况。另外，我们要定期检查电器的插头和电
线是否完好无损，如果发现损坏或老化，要及时更换。此外，
我们还应该遵守电器的使用规则，不要随意调整电器的工作
参数，以免发生意外。通过正确使用电器，我们可以有效地
防止用电事故的发生。

其次，合理使用电源也是保证用电安全的重要方面。我们要
充分利用电源，但不要贪图方便，超负荷使用电器。过载会
导致电线过热，增加发生火灾的风险。我们应该根据电器的
功率和电线的承载能力，合理安排用电。在使用大功率电器
时，最好单独插上一个插座，并保持插座干燥清洁，避免接
触到水或任何液体。另外，我们在使用电源插头时，要确保
插头和插座的良好接触，防止发生火花或短路。只有通过合
理使用电源，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和家庭的用电安
全。

再次，学会正确处理电气故障是避免事故的关键。当电气故
障发生时，我们要保持冷静，切勿慌乱行动。首先，我们可
以立即切断电源开关，避免电流继续通过受损的电线或电器。
然后，我们可以用干燥的衣物或塑料绳将受损的电线绑紧，
防止他人触摸到受电的部分。如果是严重的电气故障或火灾，
我们应该及时拨打紧急电话报警，并尽快撤离现场。通过正
确的应急处理，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电气事故对人身和
财产的伤害。

最后，宣传和普及用电安全知识是预防用电事故的长期措施。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家庭、学校、社区等，向大家宣
传和普及用电安全的知识。比如，组织家庭用电安全知识宣
讲会，邀请专家讲解用电安全的常识和注意事项。在学校里，
可以把用电安全纳入校园安全教育的内容，通过宣传海报、
举办讲座等形式，提高学生的用电安全意识。此外，社区可
以在常见场所设置用电安全提示牌，提醒大家注意用电安全。
通过宣传和普及用电安全知识，让更多的人知道如何保护自
己和他人的用电安全。



总之，用电安全实践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通过正确使用电
器、合理使用电源、正确处理电气故障、宣传和普及用电安
全知识，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用电事故的发生，保护自
己和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安
全、舒适的用电环境！

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用电安全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关乎到我们的生
命安全和财产安全。随着科技的发展，用电设备和用电量都
在不断增加，因此用电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通过日常的用电实践和经验总结，我深切地认识到用电安全
的重要性，也积累了一些实践心得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
将分享我在用电实践中的体会和心得，以便更好地提高大家
的用电安全意识和能力。

首先，正确使用家用电器是用电安全的基础。我们家庭中常
用的电器如电视机、电脑、冰箱等，若不正确使用，很容易
引发用电安全事故。我曾经在使用电脑时，过度占用电源插
座，导致电源线过热，差点引发火灾。从那以后，我学会了
正确使用电器的方法，如合理分配插座、切勿超负荷使用电
器等。这些细节虽然看似微小，但却是用电安全的关键。

其次，认真检查用电设施也是用电安全的重要环节。电源插
座、开关、电线等设施若有松动、损坏或其他异常情况，都
有可能引发火灾或触电事故。我曾经发现家中的一个电源插
座有明显的电火花，家人都没有察觉到，我立即把电源切断
并进行修理。这件事让我深刻意识到定期检查和维修用电设
施的重要性。通过定期检查和及时维修，能够发现和解决潜
在的安全隐患，保障家庭的用电安全。

另外，教育和提高家人的用电安全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
曾经亲身经历过一次亲戚家的用电事故，那时他们的孩子在
家闲玩，不小心将电线插在了水中，结果导致触电。虽然事



后没有造成大碍，但这次事故让我深刻认识到提高家人的用
电安全意识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经常与家人讨论用电安全知
识，并教育他们正确的用电方法和应对突发事故的措施，以
提高他们的防范意识和应变能力。

最后，遵守用电规章制度和政策也是保障用电安全的必要条
件。无论是在家庭使用电器还是在单位使用电器，我们都要
严格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比如，在家中要避免私拉
乱接电线，上锁和牢记用电阀门的操作方法等。在单位中要
按规定进行电器维修和保养，并进行定期的用电安全检查等。
只有严守规章制度，才能在用电过程中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
全。

总而言之，用电安全实践心得体会是我们用电安全的重要参
考。通过正确使用家用电器、认真检查用电设施、教育和提
高家人的用电安全意识，以及遵守用电规章制度和政策等措
施，我们能够有效预防用电事故的发生，保障我们的生命安
全和财产安全。希望每个人都能认真对待用电安全，共同营
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用电环境。

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篇六

实训是学生掌握专业技能的重要环节，而实训过程中用电安
全问题也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话题。在实际实训操作中，我们
经常会遇到用电不当、操作不规范等安全隐患问题，为避免
产生不良后果，我在实训中总结了一些用电安全心得体会。

第二段：加强使用用电器具时的安全意识

在实训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电动工具、焊接机等电器用具，
这些用具使用时应特别注意安全问题。我认为，在实际操作
中，深刻认识电器用具的使用原理、开关位置、安全措施等
方面，不能轻率使用和调节，严格按照标准操作流程进行工
作，加强使用用电器具时的安全意识。



第三段：规范电线的使用以及注意电器台帐的更新

实际操作中，电线使用及管理也尤为关键。将电线从电线槽
里取出时，应先确认电源开关是否已关闭，再进行搬移。同
时，在电器台帐方面，每一次的电器使用情况及电器台帐更
新必须要彻底，严格把关不合格设备的使用，完整记录每台
设备的维护、更换、维修等情况，确保所用设备的性能安全。

第四段：加强用电安全措施宣传

在实际实训过程中，要加强用电安全措施的宣传工作。同时，
也要加强用电安全检查工作，对安全隐患及时处理。每学期
对实训室的设备和电气线路进行安全检查，每次操作前都要
检查线路及设备状态，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第五段：总结实训用电安全心得体会

在实际实训过程中，无论是使用电器，还是管理电线，要加
强安全意识，科学规范的操作方法和严格的检查工作都是为
了保障用电安全，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也可以在使
用和管理中不断总结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一个更为科学、高
效的用电安全模式。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实训用电
的安全性，防范事故的发生。

总之，要把实训用电安全作为重要的安全生产工作，践行安
全理念，才能够使实训更为安全顺利，更好地为我们的未来
打下坚实的基础。

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篇七

一、家庭安全用电有哪些防范措施？

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应用，正确掌握安全用电知识，确保用



电安全至关重要。

（1）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家用产品。

（2）不要用湿手接触带电设备，不要用湿布擦抹带电设备。

（3）不要私拉乱接电线，不要随便移动带电设备；对有金属
外壳的家用电器都要采用接地保护。

（4）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
好。

（5）检查和修理家用电器时，必须先断开电源；家用电器或
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

二、家庭安全用电小常识

（1）每个家庭最好配备一些必要的电工器具，如验电笔、螺
丝刀、胶钳等，以备遇到紧急情况下使用。

（2）烧断保险丝或漏电开关动作后，必须查明原因才能再合
上开关电源，任何情况下不得强行送电。

（3）购买家用电器时应认真查看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如
频率、电压等）是否符合本地用电要求，不懂时可以询问专
业电工；安装家用电器前应查看产品说明书对安装环境的要
求，特别注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不要把家用电器安装在湿热、
灰尘多或有易燃、易爆、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家用电器损
坏后要请专业人员或送修理店修理，严禁非专业人员在带电
情况下打开家用电器外壳。

（4）对经常使用的家用电器，应保持其干燥和清洁，不要用
汽油、酒精、肥皂水、去污粉等带腐蚀或导电的`液体擦抹家
用电器表面。



（5）当家用配电设备不能满足家用电器容量要求时，应予更
换改造，严禁凑合使用，超负荷运行会损坏电气设备，还可
能引起火灾。

（6）带有电动机类的家用电器（如电风扇等），还应了解它
的耐热水平和散热条件，以及能否长时间连续运行。家用电
器除电冰箱这类电器外，都要随手关掉电源，特别是电热类
电器，要防止长时间发热引发火灾。

（7）家用电器通电后发现冒火花、冒烟或有烧焦味等异常情
况时，应立即停机并切断电源进行检查，切不可用水或泡沫
灭火器浇喷。

（8）发热电器周围必须远离易燃物料，电炉子、取暖炉、电
熨斗等发热电器不得直接搁在木板上，以免引起火灾。

（9）严禁使用床开关。除电热毯外，不要把带电的电气设备
引上床，靠近睡眠的人体。即使使用电热毯，如果没有必要
整夜通电保暖，也建议发热后断电使用，以保安全。

（10）对于接触人体的家用电器，如电热毯、电油帽、电热
足鞋等，使用前应通电试验检查，确无漏电后才接触人体。

（11）使用家用电器时，先插上不带电侧的插座，最后才合
上刀闸或插上带电侧插座；停用家用电器则相反，先拉开带
电侧刀闸或拔出带电侧插座，然后才拔出不带电侧的插座
（如果需要拔出话）。

（12）抢救触电人员时，首先要断开电源或用木板、绝缘杆
挑开电源线，千万不要用手直接拖拉触电人员，以免连环触
电。



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篇八

电器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中，对我们的生
产和生活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高校的实训过程
中，电器的使用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使用不当，不少实
训室也发生了电器事故。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强实训用
电的安全意识，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从而保障实验室的用电
安全。

第二段：安全防范意识

要保障实验室用电安全，首先要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在实习
前，我们要认真阅读实验室用电设备的操作说明，了解用电
设备的作用、性质和注意事项等，并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认真检查用电设备的接地安全，查看
电源是否适合、开关是否松动，确保用电设备处于正常状态，
然后再进行实验操作。

第三段：操作规范

针对实验室用电设备机械性能脆弱的特点，我们还需要遵守
操作规范。在实验前，我们需要认真检查电器的各个连接部
分是否牢固，有无破损现象，再进行接线。同时，在实际的
操作过程中，我们要遵守有关的操作规范，如不超载、不过
热、不反接、不串联等，避免再次插错插头，检查绝缘测量、
保护接地等方面的安全性能。

第四段：事故应急处理

在实训过程中，如果发生电器事故，我们需要及时采取应急
处理措施。首先是人员的安全，立即将受伤者移到安全的地
方。同时，我们可以采取断电的办法，关闭电源，松开热熔
保险管或旁路开关。如果是电火灾急救时，可以用灭火器或
毛毯等灭火工具控制现场火势。最后，要积极寻求医生和交



通工具的帮助，及时组织救治和转运受伤人员。

第五段：总结

实训用电安全事故往往因为一些小而不注意的地方而产生，
而避免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学生对此的态度和认知。我
们要强化在实训中的电器使用意识，认真遵守实验室的操作
规范，实验室的用电环境尽可能安全。同时，发生电器事故
时，我们要迅速采取应急措施，保障人员的安全。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实训过程的顺利、有效，能够为我们在以后的工作、
生活中提供有力的支持。

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篇九

电力是什么？电力是以电能作为动力的能源。发明于19世
纪70年代，成为人类历史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的三次科技
革命之一。20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电力，是由发电、输电、
变电、配电和用电等环节组成的电力生产与消费系统，它在
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就在12月3日12时许，徐州纺织厂宿舍42号6楼的一家住户就
因电暖器的原因而发生火灾。该市消防中队的两辆消防车火
速赶到现场展开扑救，推开门，只见屋内硝烟弥漫、浓烟滚
滚，大火已经在房间蔓延。匆匆赶来的物主王先生称，上午
去买东西，没想到离开时忘记关闭电暖器，可能是烧着了被
子而引发火情。

1、对电暖设备，应在导线、控制开关的允许长期安全载流量
下运行，严禁无限制增加负荷，以免引发火灾。

2、电暖设备不用时，在切断设备开关情况下，应将电源插头
拔下。

3、各种空调，除特殊需要外，冬季温度设置不宜过高，以防



其长期运行出现过热，损坏设备。

4、单相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得用插头的插入和
拔出代替开关用。

随着天气的进一步转冷，冬季用电尤为重要。房间温度需要
控制在25℃左右，不合理用电、缺乏用电常识，是引发冬季
火灾的主要原因，所以，安全用电，合理用电，了解一些必
要的用电常识，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呀！

如今电处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了。有了电，人们可以方便地煮食物；有了电，
人们可以在夜幕的笼罩中看到亮光；有了电，人们可以享受
更多生活的乐趣与幸福。看电视、打电脑，娱乐工作的同时，
电，这个伙伴就在一旁默默陪伴着你，而且电又是一种供应
速度快而环保的能源啊。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了电，又该怎么办呢？记得有一
次，我们家停了一天的电，我可过了一天“无电日”。早上
一起来，就没有电，我感觉树叶都卷起来了，一切物体都在
沉睡当中。不能看电视、玩电脑，不过天是亮的，还可以看
书。妈妈就麻烦多了，没有了洗衣机，只好用手洗衣服了。

中午，离开了电饭煲可真不是滋味。我和妈妈只有到外面去
吃饭，白白浪费了好多钱，我可愁死了。

下午，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做作业的效率都慢了半拍。妈
妈因为实在找不到事做，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晚上，原本是灯火辉煌的一片，现在却“伸手不见五指”。
当我看着屋外灰暗而阴森的景象，看着屋内墙上摇曳的蜡烛
的影子，心里顿时油然而生一种恐惧，不禁思念起有电的生
活，怀念起有电的时光。对电，有一种特别的渴望。望着黑
压压的房间，我不禁惭愧地低下头：



我以前经常不爱随手关灯，一回家，就把灯全部打开。其实，
不知道已经浪费了多少度电。

“无电日”，我深刻地体会到鱼离不开水，正如电离不开我
们的生活一样。

安全用电，节约用电，从我做起吧！

安全用电教学反思总结篇十

教学内容：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读本一年级第五棵 教学目标：

解释电流对人体如何造成伤害，引起学生对用电安全的重视
和掌握安全用电常识，确保在用电过程中不发生危险。

教学重难点：

让学生掌握安全用电常识，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教学过程：

天要讨论的问题。

一、触电及其伤害：

（1）触电是怎么回事？当人体接触到带电体，有电流通过人
体时，轻则有针刺麻木剧痛等感觉，重则发生痉挛、心律不
齐、血压高、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在很短时间内心跳停止、
死亡，这就是触电事故。

（2）触电的伤害： 电击：是电流通过人体内部，当达到一
定域值后造成人体内部组织破坏或死亡。电伤：是指触电后
皮肤的局部创伤，如烧伤、电瘢等。

二、触电事故发生的原因：

1、缺乏安全知识，如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用手摸破损的胶



盖等

2、违反操作规程，乱接乱装乱用，如：不规范安装用电器，
带电操作电器设备，用湿手拧灯泡等。举例：xx学校的xx学生
为了方便在床上看书，私自拉电线到床上接台灯，后引发短
路被击伤。给几分钟学生讨论，使学生了解到这种行为是属
于乱接乱装乱用的不良行为。

三、家庭安全用电的措施

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应用，正确掌握安全用电知识，确保用
电安全至关重要，用电中的安全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人身安全，二是财产安全，为了杜绝事故的发生，用电时要
注意：

1、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用电器。

2、使用家电时应有完整可靠的电源线插头，对金属外壳的家
用电器都要采用接地保护。

3、不能在地线上和要线上装设开关和保险丝，禁止将接地线
接到自来水、煤气管道上。

4、不要用湿手接触带电设备，不要用湿布擦抹带电设备。

5、不要私自乱接电线，不要随便移动带电设备。

6、检查和修理家用电器时，必须先断开电源。

7、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

8、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

四、发现触电漏电事故怎么办？ 触电后的应急方法:



1、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电源。

2、如电源开关太远，可以站在干櫈上用不导电的物体如木棒、
竹竿、塑料、衣服等将触电者与带电体分开，莫将带电体碰
着自己和他人身体，避免触电再发生。

3、触电者紧握电线时可以用干燥的带木柄的斧头或有绝缘柄
的钢丝钳切断电线。

4、抢救触电者一定要及时，不能拖延一分一秒，因为触电时
间越长危害越大生命越危险。

发现有人触电，首先要镇静。若惊慌失措，直接用手去拉触
电者，用剪刀剪电线会使救人者自己触电。必须在保证救护
者本身安全的同时，首先设法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然后
进行如下抢救工作：

1、解开妨碍触电者呼吸的紧身上衣、松开裤带。

2、检查触电者的口腔，清理口腔内的粘液，如有假牙则取下。

3、立即就地进行抢救，如呼吸停止，采用口对口人工呼吸法
抢救；若心脏停止跳动或不规则颤动，可进行人工胸外挤压
法抢救。

五、认识安全用电标志：

六、本课小结：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养成良好的用点习惯，
掌握安全用电知识，时刻牢记安全第一这一个道理。

用火安全

教学内容：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读本一年级第六棵 教学目
标：、通过对火灾事件的了解，知道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
提高学生的防火意识，明确防火自救的重要性。



2、认识安全用火标志和各种灭火设备，掌握一些消防安全常
识及灭火、防火自救的方法。学会本领，化险为夷。提高学
生的自救意识，培养应变能力。

教学重难点：认识安全用火标志和各种灭火设备，掌握一些
消防安全常识及灭火、防火自救的方法。学会本领，化险为
夷。提高学生的自救意识，培养应变能力。

教学过程：

一、图片展示，引入新课。、展示各种火灾现场图片，师：
看了这些图片，你想说什么？你在哪里还看到过这样惨不人
睹的场面？有什么感受？（指名后小组交流。）、展示另一
图片，图中一个男孩子以矫健的身手，协助森林中的动物们
从容逃离森林火场等情境。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提出值得
探讨的问题，采用指名、小组合作或者同桌交流等方式反馈。
如：

（1）为什么会发生森林火灾？

（2）图片中有几种动物？他们有哪些不同的神情？

（3）那个男孩是怎么样协助动物们逃生的？

„„„„„、小结：是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命如
此美丽，但又是如此脆弱。我们要珍惜宝贵的生命，提高防
火意识，象图片中的英勇男孩一样掌握一些自救逃生的方法。

二、认识安全用火标志和灭火设备，牢记灭火方法。

方法：运用幻灯片介绍安全用火标志和各种灭火设备，牢记
各种灭火方法。

教师组织学生表演模拟灭火（制作道具、学生扮演火魔和灭



火英雄）

三、学会背诵《儿童防火歌》 儿 童 防 火 歌

小朋友笑呵呵，大家来唱拍手歌。

你拍一我拍一，你拍二我拍二，你拍三我拍三，你拍四我拍
四，你拍五我拍五，你拍六我拍六，你拍七我拍七，拍完南
北拍东西。咱俩宣传做伙伴。禁火场所别吸烟。用火不当会
出事。烟囱坏了快修补。风大失火不好救。不要玩火做游戏。

你拍八我拍八，你拍九我拍九，你拍十我拍十，我拍你你拍
我，电线不能随便拉。火警电话一一九。人人防火要落实。
大家都要来防火。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教学内容：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读本一年级第七棵 教育目标：

1、通过情景活动，教育学生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和陌生人
说话、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2、教给学生摆脱陌生人的办法。

3、初步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教学重难点：

教给学生摆脱陌生人的办法。初步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教学过程：

1、音乐游戏进入活教室。（兔妈妈带兔宝宝出去游玩。）

2、设置情景，导入“陌生人”。

（兔妈妈装肚子疼离开，让陌生老师入场，拿糖哄骗学生随
她离开。）



（待有学生准备随陌生人离开的时候兔妈妈回来。）“这是
谁呀？你们认识她吗？” “不认识的人就是陌生人，如果你
不能确定陌生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随便相信陌生人是很危险
的！”

3、听故事，让学生了解陌生人很危险，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
提问：文文和谁走了？

那个阿姨文文认识吗？

如果没有遇见警察叔叔，文文会怎么样？

4、图片展示，与学生一起讨论“如果陌生人给你好吃的东西，
你会怎么办？”

5、组织交流讨论：“当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时，如果你有陌
生人和你说话，你该怎么做呢？”

6、摆脱陌生人的办法：（小组讨论交流）

（1）如果有陌生人向你问路，你该怎么办？（不要随边和他
们说话，告诉他们你不知道，让他们问别人，然后赶紧离开）

（2）如果有陌生人给你东西吃，你会不会吃呢？如果他带你
去好玩的地方，你会不会和他走呢？（你要学会说“不”，
你也可以或 5 假装去找你的家人、小伙伴，然后往有人的地
方走或赶紧跑回家。千万不要贪小便宜，掉进坏人的圈套）

(3)要是陌生人问你家的情况，你又该怎样呢？（你要告诉他
爸爸或妈妈在家，千万不要告诉他你家的地址或电话号码，
防止被坏人利用）

7、分小组情景表演：假如我遇到了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