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知识教育班会教案 安全知识知多少
班会教案(大全8篇)

良好的高中教案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组织教学，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果和成绩。希望通过这些大班教案范文的分享，大家
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根据幼儿的需求进行教学设计。

安全知识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一、活动目的

1.让学生初步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和急救技术，学会保护自己。

2.用知识竞答、讲故事表演等形式巩固并拓展学生对“自
护”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3.形成学习、宣讲安全知识的氛围，培养学生自我保护的意
识和能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打好基础。

二、活动准备

1.收集《健康教育》课本和活动课学过的“自护”知识和急
救技

术

2.录音机、“自护”小奖章若干枚、卫生包、盐水、纱布、
清凉油、电话机、扇子、毛巾、纯净水、木棍、电线。

三、活动过程

(一)简介本次活动的意义：为了使我们更加健康安全地成长，
为了响应我校创“安全学校”活动，为了使同学们掌握更多



的安全知识和急救技术，我们精心筹备了一台“自护”活动
主题班会。

(二)“自护”能力表演和知识竞赛：

1.事故：效游途中，一位同学不小心擦伤了，怎么办呢处理
方法：先用盐水冲洗伤面，再用消毒棉球扶干，而后用碘酒
涂擦伤面，再用酒精球涂擦。轻者不必包扎，重者盖上清毒
纱布包扎。包扎最常用方法是把绷带的尾端对半剪开，而后
打结。

2.知识问答(1)我国把每年的哪一天定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
教育日”

(2)路口的交通指挥信号有哪些

3、小品《我们学会了保护自己》

片断1：活动课上，老师给大家讲故事《报警》。

轻地喷洒。

片断3：回到家中，亮亮发现奶奶因煤气中毒而躺在地上，他
连忙用学校学到的急救办法对奶奶进行急救。抢救方法：将
病人立即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同时打开门窗，解开衣服的
扣子，再给病人喝点醋，最后拨打急救电话“120”。

4.知识问答

(3)刚吃过晚饭，亮亮就吵着要爸爸带他去游泳，这样对吗为
什

么

5.舞蹈《21世纪的中国娃》事故：一群快乐的小学生在上学



的路上，不小心碰到一根带电的电线，怎么办呢在这危急关
头，孩子们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解决了问题，保护了自己。急
救办法：用木棍将触电者挑开。(要注意，不能用手直接去拉
触电者的身体，以免传电。)

(三)结束语时代召唤跨世纪人才，而跨世纪人才首先要学会
生存。同学们，别忘了，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学会
保护自己，让我们戴上“自护”小奖章，迈出通向21世纪的
起跑线;记所有的孩子们天天快乐，日日平安。

安全知识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火是人类的朋友，它带给我们光明，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文
明。但是，火一旦失去控制就会造成灾难，古往今来，多少
无情的火灾不胜枚举。为了增强同学们的安全防范意识，提
高学生的自护自救能力，为此我们准备了这次《消防安全》
主题班会。

通过本次主题班会，使学生学习一些简单的安全消防知识，
了解安全常识、增强学生安全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素质和
能力。

组织学生学习消防知识，收看消防安全案例，使同学们充分
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结合我们上次的消防演习谈谈各自
的感想与体会。

1.主持人致词，班会开始

2.学生代表发言。

3.视频消防案例分析讨论

4.消防知识



一、防火的基本措施

1、控制可燃物

2、隔绝助燃物

3、消除着火源

4、防止火势蔓延

二、灭火的基本方法

1、冷却法

2、窒息法

3、隔离法

4、化学抑制法

三、酒店常见的火灾原因：

1顾客吸烟以及乱丢烟头引起火灾

2、厨房用火不慎及易燃物（油、煤气等）过多

3、电器使用不当

4、酒精炉使用不当

四、宿舍常见的火灾原因：

1.乱接电源；

2.乱扔烟头；



3.躺在床上吸烟；

4.在蚊帐内点蜡烛看书

5.焚烧杂物；

6.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7.使用电炉等电热设备；

8.擅自使用酒精炉等可能引发火灾的器具；

9.人走灯不关。

10.台灯靠近枕头和被褥。

五、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1、左手托住灭火器底部，右手拿住压把，拿出灭火器；

2、奔赴火灾现场；

3、拔掉安全销；

4、左手握灭火器喷头并对准火焰底部，右手按下压把喷射。

六、灭火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正确判断风向、站在顺风位置喷射

2、如果火势较大，应组织多人扑救

3、火被扑灭后，仍要提高警惕，防止死灰复燃，直到确信不
会再燃烧才能离开



七、消防方针：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扑救火灾的一般原则：

1、 报警早、损失少

2、边报警、边扑救

3、先控制、后救火

4、先救人、后救物

5、防中毒、防窒息

6、听指挥、莫惊慌

八、遇上严重火灾怎么办？

1、保持镇静。

2、呼唤附近的同事援助。

3、报警；通知消防中心119，报警时要讲清详细地址、起火
部位、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及电话号码，并派
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

4、关闭火场附近的电器总闸。

5、正确使用灭火器灭火。

6、要指示出方向，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和自己逃生，千万不可
乘坐电梯。

九、逃生注意事项：



1、 要镇静，采取措施自救

2、 或初起时要报警，设法疏散物资

3、 离开房间时带上一条湿毛巾，开门时先开一条小缝观察，
离开后要关门

4、 过浓烟区要弯腰或爬行前进

5、 用牙膏涂在暴露在外的皮肤上，防火熏烫

6、 不要乘坐电梯

7、 在窗边呼救

8、 自制救生绳索，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跳楼

总结

总的来说：大火扑来，脱离火境是上策。但是，首先需要的
是镇静。要明确自己所在的楼层，观察分析周围的火情。明
确楼梯和楼门的位置和走向。千万不要盲目开窗开门，不要
盲目乱跑、跳楼。在冲过着火地带过程中，如果火势尚不太
猛，可以穿上浸湿的不易燃烧的衣服或裹上浸湿的毯子，地
面上如有火焰，可以穿上雨鞋。要迅速果断，不要吸气，以
免被浓烟薰呛窒息，有条件的可以用毛巾捂住口鼻。如果楼
梯已被隔断，可以用绳索系在窗棂或其它固定物上，顺绳慢
慢下滑，要浸湿绳子，选择没有火的方向，防止在下滑的过
程中绳子被烧断。如建筑物上有铸铁水管的，也可以沿着水
管下楼，但要注意下面的铸铁管道是否已被火焰烘烤，以免
因管道烫手而坠楼身亡。



安全知识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1、必须标注的'内容：

保质期是指最佳食用期，在标签上规定的条件下，保持食品
卫生质量和营养的期限。在此期限内，食品完全适于销售，
并符合标签内容和产品标准中所规定的卫生质量；超过此期
限，在一定的时间内食品仍然可以食用的。

保存期是指推荐的最终食用期，在标签上规定的条件下，食
品可以食用的最终日期；超过此期限，产品的质量可能发生
变化，食品不再适于销售和食用。

安全知识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了解消防安全常识，火灾扑救常识，重视安全，珍惜生命。

1、消防安全常识，扑救常识，灭火方法。

1、掌握灭火方法。

1、师生搜集一些“消防安全事故”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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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2月23日，河南省新野县施冀岗村小学四年级七名学生
中午放学后，到学校附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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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钢
管口，引起爆炸。当场炸死2人，重伤1人，轻伤2人。



案例二

1995年4月5日上午，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小峪煤矿第二小学
四年级共195名学生，在10名老师带领下，到七、八里外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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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恶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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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的事项，火灾扑救的方法，
及逃生方法。

(1)园防火应注意什么?

(2)如何使用电器?

(3)发生火灾时应如何报警?

(4)火灾扑救有哪些方法?

(5)人身着火时如何自救?

(6)楼房着火如何逃生?

(三)学习儿歌

小朋友们听召唤紧急时刻不慌乱

按照编组快站好听从指挥来疏散

女孩跟着刘老师教室大门最方便

若是掉队不乱窜阿姨后面把你管



有序疏散好习惯时时刻刻保平安

(四)火灾逃生自救十法

一要了解和熟悉环境。当你走进商场、宾馆、酒楼、歌舞厅
等公共场所时，要留心太平门、安全出口、灭火器的位置，
以便在发生意外时及时疏散和灭火。

二要迅速撤离。一旦听到火灾警报或意识到自己被火围困时，
要立即想法撤离。

三要保护呼吸系统。逃生时可用毛巾或餐巾布、口罩、衣服
等将口鼻捂严，否则会有中毒和被热空气灼伤呼吸系统软组
织窒息致死的危险。

四要从通道疏散。如疏散楼梯、消防电梯、室外疏散楼梯等。
也可考虑利用窗户、阳台、屋顶、避雷线、落水管等脱险。

五要利用绳索滑行。用结实的绳子或将窗帘、床单被褥等撕
成条，拧成绳，用水沾湿后将其拴在牢固的暖气管道、窗框、
床架上，被困人员逐个顺绳索滑到下一楼层或地面。

六为低层跳离，适用于二层楼。跳前先向地面扔一些棉被、
枕头、床垫、大衣等柔软的物品，以便“软着陆”，然后用
手扒住窗户，身体下垂，自然下滑，以缩短跳落高度。

七要借助器材。通常使用的有缓降器、救生袋、网、气垫、
软梯、滑竿、滑台、导向绳、救生舷梯等。

八为暂时避难。在无路逃生的情况下，可利用卫生间等暂时
辟难。避难时要用水喷淋迎火门窗，把房间内一切可燃物淋
湿，延长时间。在暂时避难期间，要主动与外界联系，以便
尽早获救。



九利用标志引导脱险。在公共场所的墙上、顶棚上、门上、
转弯处都设置“太平门”、“紧急出口”、“安全通
道”、“火警电话”和逃生方向简头等标志，被困人员按标
志指示方向顺序逃离，可解“燃眉之急”。

十要提倡利人利己。遇到不顾他人死活的行为和前拥后挤现
象，要坚决制止。只有有序地迅速疏散，才能最大限度地减
少伤亡。

安全知识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班会教室：三（3）班

班会时间：20__年5月9日

教学目标：

1、学习有关防溺水和交通安全的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在学
习中增强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帮助学生改变生活中不遵守交通安全的习惯和不良防溺习
惯，提高辨别是非能力。

3、增加自救常识，学会自救方法。感悟生命的珍贵。

教学过程：

二、活动过程

（一）交通安全

1.学生讨论：交通安全应该注意什么？

2.教师小结：强调防交通事故的“六不”，即不闯红灯；不



骑无刹车装置的自行车（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不骑车载
人；不乘坐无牌无证和超速超员车辆；不跨越道路隔离护栏；
不在道路上追车嬉戏或抛物击车。

3、课堂总结

同学们小结；通过学习教育，你懂得了什么？同学们人的生
命只有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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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通
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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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育学生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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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结：

游戏是快乐的，危险是恐怖的。通过这一次快乐的小游戏，
请大家记住：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
希望你们通过这个活动，你们要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
守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也要注意交通安全。记得，安全
伴我行！

安全知识教育班会教案篇六

1、必须标注的内容：

保质期是指最佳食用期，在标签上规定的条件下，保持食品
卫生质量和营养的期限。在此期限内，食品完全适于销售，
并符合标签内容和产品标准中所规定的卫生质量;超过此期限，
在一定的时间内食品仍然可以食用的。



保存期是指推荐的最终食用期，在标签上规定的条件下，食
品可以食用的最终日期;超过此期限，产品的质量可能发生变
化，食品不再适于销售和食用。

安全知识教育班会教案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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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方法。

xx教室

学习防火的生活常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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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火警、急救中心电话各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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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生命像是根丝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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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知识教育班会教案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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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对付处理方法，有一定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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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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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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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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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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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