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安全的班会 安全教育班会教案(汇
总8篇)

理想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鲜花，需要我们用行动去浇灌。在
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积极寻找机遇与挑战，并勇往直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
理想实现的成功人士，看看他们的励志故事。

校园安全的班会篇一

冬天来临，气温也随之慢慢下降，有的人可能用火炉取暖，
有的人可能用电炉取暖，我们应注意哪些事情呢？现在，我
们一起来探讨。

学生讨论、交流。

二、冬天用火炉取暖应注意的事项：

1、取暖火炉5米范围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向火炉
投放费油及有毒化学物品。

2、取暖火炉必须有人经常看管好，晚上睡觉前必须对火炉进
行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

3、用火炉取暖时，必须保持室内空气畅通，防止煤气中毒。

三、冬天安全用电

进入冬季，随着气温下降，气压较低，室内空气流动性差，
是引发触电等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应
注意：

1、认真检查电线，确保不用裸露的电线。不私拉乱接电线。



2、检查电炉是否有漏电现象。坏了的要找专业人士修理好之
后才能使用。

3、电炉的功率较大，使用一段时间后要关掉电源让电炉散热，
同时以防电线被烧焦。

4、不要用手接触发热部位，以防烧烫伤。

四、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还想提醒大家应注意哪些问题。

校园安全的班会篇二

1、 幼儿了解一些基本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认识一些常见
的交通标志。

2、 幼儿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在游戏活动中体验交通规
则的重要性，懂得如何在实际情景中运用所知道的交通安全
知识。

3、 幼儿养成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幼儿了解一些基本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认识一些常见的交
通标志。

幼儿在游戏活动中体验交通规则的重要性，懂得如何在实际
情景中运用所知道的交通安全知识。

物质准备：课件，儿童自行车两辆，小汽车（扭扭车）两辆，
红绿信号灯标志，汽车方向盘4个，一顶警帽，交通安全小卫
士的贴纸。

经验准备：幼儿知道一些简单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



场地准备：布置好活动场景（模拟十字路口），画好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横道。

1、幼儿观看课件1――《上学路上》，教师提问：

刚才的动画片告诉我们上学路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哪些行为
是违反交通规则的？正确的应该怎么做？对回答问题的小朋
友进行鼓励，把交通安全小卫士的贴片贴在小朋友的胸前。

2、幼儿观看课件2――认识一些常见的交通标志，教师提问：

你认识这些标志吗？你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吗？（禁止非机
动车行驶，行人走道，禁止行人通过，减速慢行、注意行人）

1、 组织幼儿按十字型分组坐在画好的场地上。幼儿认识斑
马线、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

2、 幼儿游戏，模拟看信号灯过马路：

两个小朋友开扭扭车当司机，两个小朋友骑单车以及四个行
人模拟过十字路口。幼儿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过十字路口，
车辆和行人任意穿行。

引导幼儿讨论：小朋友，刚才你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做得对
吗？他们应该怎么做？教师小结幼儿讲述，出示红绿信号灯，
请出一位幼儿来当指挥，幼儿再次有序地过马路。

3、幼儿模拟看现场指挥过十字路口

刚才我们认识的红绿灯和交通标志对维护交通安全起着重要
的作用。但不是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由
谁来指挥交通呢？（交通警察）交通警察怎么指挥交通呢？
你们想学交通指挥手势吗？幼儿学习几种简单的交通指挥手
势。



请一名幼儿戴上警帽当交警，幼儿模拟看现场指挥过十字路
口。

现在，我们开车去郊游吧！请一名幼儿戴上警帽当交警，其
他幼儿分为四组，前面的小朋友当司机（每人一个方向盘），
后面的小朋友依次抱着前一位小朋友的腰，做成开公共汽车
的样子。教师提示：在没有任何交通标志的马路上，大家应
该靠右边行走，过马路时，应看看两边没有车辆时再过马路。

幼儿看交通警察指挥手势，教师播放课件，幼儿在交通安全
童谣的音乐中模拟过十字路口（幼儿轮流当司机）。教师进
行活动总结，鼓励幼儿养成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今天大家表现得都很出色，都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交通安全
小卫士（给没有得到贴片的幼儿贴上小贴片）。希望小朋友
从小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并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及
身边所有的人，自觉维护交通安全，让更多的孩子安安全全。

校园安全的班会篇三

对学生进行用电、防火、防盗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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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准备：《安全教育读本》

教学过程：

一、用电安全

1、学生说说家里有哪些电器?(引起学生兴趣，因他们较熟识。
)

2、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及时教育：



现代家庭，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庭中的电器也越来越
多，给我们学习、生活带来了好多方便及乐趣。但是，如果
我们没有掌握一定的用电知识，不注意用电安全，就会很危
险。所以，我们不要出于好奇，自行拆卸、维修电器，不要
私自拉或乱接电线和随意拆装电器。使用和操作电器要注意
不能湿水，一旦电器出现故障，应立即截断电源。

二、防火安全

1、提出问题讨论：

如果你发生火灾或看到邻居有火灾怎么做?(学生各自发表意
见，说做法，对正确的肯定。)

2、根据讨论，结合《安全教育读本》向学生补充一些防火知
识。

首先：自己不能玩火。其次：发现火灾要想办法自救。再次：
要知道报火警电话：119。还要注意有电的要及时切断电源，
同时要听从救火组织统一安排。

三、防溺水

结合现实生活中因游泳、玩水等引发的溺水事故，结合我们
这些地方的天气和地域情况，要求学生不能私自到河滩、水
库等危险地方游泳，即使是在游泳池也必须有大人陪同和严
守规则。同时，发现有溺水事件发生要及时报告大人，不能
自行下河、水库等救人，因为你们还不具有救人的能力。

四、结合实际进行防止高楼坠下、误服药物中毒等教育。

校园安全的班会篇四

1、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在公路上跑闹、玩耍。



2、横穿公路要走斑马线、人行道等，不得随意横穿。

3、严禁在公路上骑自行车。

4、遵守公共秩序，排队等车，车未停稳当不得靠近车辆，上
下车时候不拥挤。

5、文明乘车，乘车时候要系好安全带或抓牢扶手，不坐三无
车辆和破旧车辆。

二、防溺水、用电、防火安全

1、不要到河边、水库、池塘、水井等危险的地方玩耍、洗澡。
遇到溺水者要呼救，不可亲自去救人。

2、要在家长的指导下逐步学会使用家用电器。

3、不要乱动、乱接电线、灯头、插座等。

4、不要在标有高压危险的地方玩耍。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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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小心、安全使用煤气、液化灶具等。

三、饮食安全

1、自觉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勤洗手，防止传
染病的发生。

2、购买有包装的食品时候，要看清商标、、生成日期、保质
期等，三无食品、过期食品一定不要购买食用。

3、生吃瓜果要注意洗干净后才可食用，不吃腐烂、变质的瓜



果。严禁吸烟、喝酒。

4、不暴饮暴食，防止消化不良。

四、其他方面的安全

1.不要轻信陌生人，陌生人敲门不要开防盗门。

2.外出旅游或走亲访友，万一迷路不要惊慌，要呆在原地等
候父母回来找或及时拨打110，请求警察叔叔的帮助。

3.观看比赛、演出或电影时候，排队入场，对号入座，做文
明观众。比赛或演出结束时候，等大多数人走后再随队而出，
不可在退场高峰时候向外拥挤。

4.睡觉前要检查煤气阀门是否关好，防止煤气中毒。

5.不得玩易燃易爆物品和有腐蚀性的化学药品。

6、不偷不抢，不拉帮结伙，打架斗殴。

7.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遇到敲诈勒索、拦路抢劫及时告诉父
母

或打电话报警。不接受陌生人，不被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所迷
惑，防止被拐骗、拐卖。

五、积极帮助家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认真完成作业，争做
懂事的好孩子。

学会爱父母，在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给父母减轻负担。
师：好了，预祝大家都有个好的假期，快乐的玩，安全的玩。



校园安全的班会篇五

1、 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2、 养成在学习和生活中时刻注意人身安全，饮食安全，交
通安全等习惯。

一、 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1、 国家、政府狠抓安全教育工作。

2、 目前学校抓的几项安全工作。

二、 小学生应注意安全的具体事项：

1。“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意识必须牢记心中。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饮食安全、活动安全、卫生安全等等，安全意识
最根本。“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生命是你自己的，也是
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安全事故的最大隐患是麻痹和无
所谓的心理。

2。作为学生来说，要听从、服从学校 和老师的教育和管理，
遵守学校的校规校纪，事故往往发生在违规违纪中。

3。要培养防护能力，学会自护自救，掌握基本的避险知识和
逃生本领。比如说，在学校里遇到地震、火灾或其它发生了
险情，同学们就不能惊慌，听从指挥，按照平时演练有序疏
散。上学、放学途中或外出游玩，特别注意防范，确保交通
安全。

4。近段时间特别要注意的：

一是穿越公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二是注意春季呼吸道传染病，注意预防疾病的发生。

三是关注饮食安全，不买、不吃非法经营摊点售卖的食品、
饮料，不吃零食。

四是注意小事，如课间不追逐打闹，不攀爬树木和体育器械，
不翻越门窗，出操集合要整齐有序不要狂奔飞跑，体育课安
全。

五是不玩耍刀具、打火机、弹力球、尖硬物、砖头石头等危
险物品。

安全是火，点燃我们的生命之灯！

安全是灯，照亮我们的生命之路！

安全是路，引导着生命走向新的辉煌！

校园安全的班会篇六

《安全课间，幸福成长》是丰产路小学校本教材校园安全版
块中的一个内容，它旨在通过对课间危险的梳理、总结，让
学生明确只有严格遵守规则，做到自律，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他人安全。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了明晰的判断能力，但是他们对问题的
看法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在事情的处理上往往带有较多的
盲目与冲动。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培养学生认识问题的能力
与强烈的自律意识，为终生幸福奠定基础。

1、以事例教学为依托，了解学校课间安全的做法，树立“安
全第一”的思想，提高安全意识。

2、理解规则的重要性，提高安全能力。



3、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爱学校，爱生活，珍惜生
命。

只有遵守规则，才能确保安全。

学校中发生的安全事例以及相关的案例视频等。

一、新课导入：

同学们，我们这节课的内容是安全课间，幸福成长，谁来说
一说，“课间”指的是哪一段儿时间?安全与幸福之间有多远
的距离？设计意图：激发情感，进入教学情境。

二、了解课间安全的危险因素，防备措施：

过渡：我们在学校里生活尤其要注意校园安全，课间安全是
我们全校师生更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1、我们的课间存在哪些不安全现象，带来了什么伤害？

案例探究，在学习中感悟安全的重要性

小结：每年，因为校园安全死伤的人数，我搜集了几个案例，
再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学生讨论，完成板书）

设计意图：紧紧围绕校本特色展开教学，以鲜活的事例、身
边的事例打动感染学生。

三、活动升华：

1、警钟长鸣，为什么还有一些学生对血的教训重视不够？问
题在哪里?



（外因与内因，他律和自律的辩证关系，习惯的重要）

设计意图：感性上升到理性，用采访的方式，引起深度的思
考，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参与，既是小结，也是升华）

四、引申拓展

1、由课间安全引申到校园安全、交通安全等。

设计意图：进一步明确规则的建立，生命的珍惜是安全教育
中的重要因素。

五、作业布置

你还发现我校在课间当中需要提醒和注意的地方？该采取什
么样的措施，避免发生意外？小组合作完成调查报告，呈现
给学校相关领导。

设计意图：开放性的作业设计让学生能积极参与，体现了校
本特色，树立学校是我家，安全靠大家的责任感。

校园安全的班会篇七

1、通过本次活动，学习、掌握一些校园安全知识，增强学生
安全意识。用诗朗诵、知识竞赛等形式巩固并扩展学生
对“自护”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2、形成学习、宣讲校园安全知识的氛围，为学生的健康成长
打好基础。

展示资料、图片，诗朗诵，知识竞赛，倡议书。

1、动员学生广泛收集材料。



2、组织材料，排练节目，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

3、在校园捕捉存在不安全隐患的镜头。

4、教室布置：写上主题并适当点缀。

主持人（1）：常言道：安全值千金，健康便是福。我们可要
做到：人人不忘安全，处处保证安全，时时注意安全，事事
落实安全。

主持人（2）：民族小学五（1）班“课间安全知识知多少”
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主持人（1）：我们是21世纪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

主持人（2）：我们的健康成长不但是家人的希望，更是国家
的需要。

主持人（2）：我们在新闻里听到，校园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着我们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第一环节：校园事件报道（播放ppt）

主持人：在我们身边，也存在着安全隐患。（边播放边解说。
）

第二环节：现场采访：班上的同学在课间有哪些不安全活动？
谁能说一说？

主持人（2）：在学校里，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保证自己和同
学的安全呢？

第三环节：展示校园安全活动图片。



第四环节：课间活动安全常规知识竞赛。

一、判断题

1.课间活动的范围，学生课间可以私自出校园玩耍。（ ）

2.学生课间可以开展、参与激烈的课间活动。（ ）

3.课间活动要注意安全，不攀高、不跳台阶、在楼道不跨大
步、不快跑不追逐、不做危险的游戏、上厕所不推挤等。（ ）

4.在走廊、过道、上下楼梯要靠右行，做到轻声慢步，不争
先恐后，不挤在一起。（ ）

5.课间活动要适量、轻松、愉快，累得满头大汗又急急忙忙
赶着上下一节课也可以。（ ）

6.课间活动中要讲文明、守秩序，团结同学，不争吵、不打
架，不尖声叫嚷，发现不安全情况要及时报告老师。（ ）

7.课间活动可以在课室内进行，只要不乱抛果皮壳、纸屑就
可以吃零食。（ ）

8.上下楼梯靠左行走，不得拥挤，不推人、撞人。（ ）

9.不得在走廊、走道、楼梯内打闹，不得撞击门窗或攀爬走
廊栏杆，以免发生事故；在校园内，禁止互相追逐、狂跑乱
跑，防止互撞，禁止怪声喊叫。（ ）

10.禁止学生攀爬教室窗台和教室内桌椅。（ ）

11.老师在楼道、楼梯、操场行走，学生应有礼貌地让道，不
得抢先拥挤，冲撞老师。（ ）

二选择题：



1.课间活动的范围，学生课间（ ）

a.可以私自出校园玩耍。

b. 不能私自出校园玩耍。

2.课间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下行为应禁止：（ ）

a.攀高、跳台阶、在楼道跨大步、快跑不追逐

b不做危险的游戏、上厕所不推挤等

3.课间活动以下行为是对的：（ ）

a.要适量、轻松、愉快，以免下节课没精神

b.累得满头大汗又急急忙忙赶着上下一节课也可以。

4、课间活动要文明健康、安全有益，可选择：

a.跳集体舞、跳绳、踢毽子、砸沙包、打乒乓球、跳橡皮筋
等活动，

b. 只要不发生危险就可以在校园、楼梯、走廓、教室内追逐
打闹、奔跑，。

5、课间活动中要讲文明、守秩序，团结同学,（ ）

a.不争吵、不打架，不尖声叫嚷，发现不安全情况只要自己
走开就行

b.不争吵、不打架，不尖声叫嚷，发现不安全情况要及时报
告老师



6、以下行为应禁止：（ ）

a. 在校内外玩火，乱按各种开关、插座，乱动各种电器设备。

b. 爱护公物，节约水电

7、同学之间发生小摩擦时，下列处理方法正确的是（ ）

a、原谅同学或报告老师，让老师处理。

b、记恨在心，事后叫人或叫家长到学校来教训对方

8、遇到别人打架时（ ）

a、上前围观，给自己认识的人加油、帮忙。

b、去劝阻, 告诉老师

9、下课了，不能干什么？

a、做游戏 、跳皮筋

b、在走廊里踢球

10、上下楼梯怎样行？

a、靠右行

b、左右都可以

11、如果你在学校里看见许多同学拥挤在一起，不可取的做
法是

a、赶紧挤进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情况危险，立刻报告老师



b、赶紧挤进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招呼同学去看热闹

主持人（1）：我们的安全是妈妈的牵挂，是国家的期待。为
了家人，更为了国家，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注意啊！

主持人（2）：生命诚可贵，安全最重要。平安是福，平安是
一首歌。

第五环节：欣赏学生快板表演（课间三字歌）

下课后 莫追跑 轻说话 不喊叫

上下楼 靠右走 不拥挤 慢慢行

上厕所 要文明 不玩耍 不打闹

同学间 要友好 礼貌语 传校园

主持人（1）：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而要拥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增强安
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主持人（2）：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我们向全体少先队员发
出如下倡议：

倡议书

1、在走廊行走时，不要大声喧哗、不要跑。

2、不要在教室内跑、追逐打闹和玩游戏。

3、在校园内不要急跑，不做恶作剧，

4、上下楼梯要靠右行，不推前拉后，不能滑楼梯。



5、放学时随队离开校园，不要停在校里。

6、体育课上严格按照老师的指导活动，游戏时自觉遵守游戏
规则。

主持人（2）：最真诚的友谊是期盼，最良好的祝愿是平安。

主持人（1）：最殷切的牵挂是父母，最美好的时刻是团圆。

（合）：让我们共同撑起安全的保护伞，感受家的温暖，享
受美好的生活。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我们永远祝你平
安。

校园安全的班会篇八

下课铃声一响，安静的校园顿时沸腾起来了，这沸腾也成了
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的高发时段。课间活动同时也是校园安全
管理的一个薄弱环节，在安全管理日益成为学校管理重中之
重的今天，学生课间 十分钟安全显得十分重要。

1. 让同学重视课间安全，清楚课间活动的注意事项

3.让学生学会懂得取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小学生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学会过一个安全、文明、快乐的课间
十分钟。

4. 学习几个有益身心的课间小游戏

1.通过本次活动规范学生的课间活动行为，养成学生的文雅
行为习惯。

2.树立安全终于泰山的安全忧患意识，时刻注意安全，时时
想着安全。



导、看、议、评相结合。

环节一：课前导入(同学们，上课铃声响了之后，大家都很自
觉地回到位置就要开始我们新的一节课，但是，有不少的同
学却盼望着下课铃声，因为下课铃声一响，课堂一结束，我
们就可以走出教室活动，开始属于我们课件十分钟。在课间
里，同学们互相追逐打闹，玩得十分开心，但这之中存在着
一些安全隐患)

观看课间隐患视频(首先我们来观看一段有关课间活动的视
频)

引出课间安全(课间短短十分钟，却可以发生很多事，刚才视
频里的同学在课间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很容易导致伤害
事故的发生)。

环节三：全班讨论课间活动的注意事项(由黑板上列出来的这
些活动可见啊，我们班同学的课间还是非常的丰富，那黑板
上的这些活动哪些是正确的而哪些又是不恰当的呢，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课间活动的注意事项)，老师总结并给以
补充，接着全班对黑板上罗列的活动进行评分(学习了解了这
些注意事项，我们再来给同学们之前的课间活动打打
分)。(每项活动的分数都出来了，从分数的高低我们可以很
直观的看出李明在课间活动是不恰当的，王花在课间活动是
合适的)

环节四：全班讨论在课间十分钟有益身心的活动，观看课间
活动图片。(同学们再想想在课间我们可以开展什么活动才是
有益身心的呢，老师给大家展示几张其他学校同学的课间视
屏)

(老师也准备了一些课间室内、室外的游戏，我们一起来学习
学习)



环节五：选择学生喜欢的游戏之一，模拟课间十分钟。

在我们模拟课间十分钟之后，我们的课堂也接近尾声了，在
真正的课间铃声响起之前，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我们学到
了些什么，我们学习探讨了课间活动的注意事项(回顾)，重
新审视了我们之前的课间活动，对于不恰当的活动我们要禁
止，可以开展一些值得提倡的活动;在课堂的最后我们还学习
了几款小游戏，可供大家课间休闲娱乐用。

课间活动注意事项：

1.室外空气新鲜，课间活动应当尽量在室外，但不要远离教
室，以免耽误下面的课程。

2.活动的强度要适当，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以保证继续上课
时不疲劳、精力集中、精神饱满。活动的方式要简便易行，
如做做操等。

3.课间休息时不在楼梯、走廊、过道间逗留玩耍，严禁奔跑、
追逐、打闹和游戏。

4.在楼梯、走廊、过道上行走时，应该礼貌让路，不得抢先、
拥挤，靠右慢走讲秩序，行走拐弯处要小心，避免碰撞。

5.在拥挤的人群中不要下蹲捡东西、系鞋带或擦鞋子，因为
那样很可能被挤倒或踩伤。

6.下楼梯时不跑不跳稳步走，保持距离不推拉。

7.在教室里休息不要追逐、推拉、打闹，防止课桌椅的碰撞，
造成意外伤害事故。

8.严禁趴在走廊的围拦上，不准放东西在围拦上，不准从楼
上往下扔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