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乘车安全教育班会教案(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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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
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乘车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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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图片导入

1、多媒体出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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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重点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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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预防发生食物中毒

b.不吃生、冷、不清洁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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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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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
起，对小麦粉、大米、食用植物油、酱油、食醋等5类食
品;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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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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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车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使队员了解基本的交通规则，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提高遵守
交通法规的自觉性，养成良好的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

1、准备常见的道路交通标志图案，了解行人应该遵守的交通
规则；

2、收集交通事故案例；

1、小品表演：剧1（人物：a、b。时间：放学路上。准备：足球、
书包、划分路界线。b走在前面，a走在后面）

a：哇，好漂亮的球，啥时候买的？

b：前天，是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

a：借给我踢踢吧，只踢一会儿。

b：现在？

a：对呀，怎么样，舍不得吗?

b：这可是在公路边，不行呀。

a：没关系，我只在这路边踢，不往路中间踢。

b：那好吧！（a、b踢球两个来回）



a：看球！（球被踢到公路中间）

b：我的球……都怪你！

a：没关系，我去捡回来。

b：那么多车，来来往往，太危险了……

a：怕什么，你等着。（向公路冲去，恰好一辆车路过……）

师问：小朋友们，看了小品后你觉得他们做得对吗？错在哪
里？（指名说）

2、队员介绍案例：

小结：是啊！这多危险啊！为了小小的足球，送上一条腿，
落个终身残废，真可惜！其实，在我们身边，时常会发生一
些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介绍收集到的身边或最近发生的交
通事故案例。

小朋友们，交通安全我们可得时时注意，要做安全平安的小
主人。（出示课题）

（1）白色线条地上躺，不怕雨雪和冰霜，

行人踏在它身上，交通安全有保障。 谜底（人行横道）

（2）圆圆三只大眼睛，十字路口做卫兵，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起提个醒。 谜底（红绿灯）

3、知识竞赛：辨认交通安全标志。

4、学习知识：听听交警叔叔是怎么说的。



a、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录音）

队员们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正是一天中道路交通最拥挤的时
候，人多车辆多，必须十分注意交通安全。

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
行走。

集体外出时，最好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几个小伙伴
一起外出时，不要相互追逐、打闹；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
围情况。

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车辆，不与车辆争
道。

在雾、雨、雪天，最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以便于机动车
司机尽早发现目标，提前采取安全措施。建议一年级小学生
外出都头戴小黄帽，集体活动时还手持“让”字牌，也是为
了使机动车及时发现、避让。

5、游戏：安全过马路。

通过表演，教会队员们掌握过马路的正确方法。

6、学习儿歌：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要注意；走路要走人行道，不要
吵闹不乱跑；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横道线，交通规则
要记牢，要牢记！

师：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举行的“做安全平安的主人”主题
中队会，大家增长了不少交通安全知识。今后，不但要自己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还要向我们身边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宣
传，人人争做做安全平安的主人。



“关爱生命，安全出行”

乘车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1月15日

教室

一年级

安全记心中

1、主持人宣布开始，出队旗。

2、交通安全我知道。

(2)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到这些交通标志吗?

(3)我的知识最多：比一比谁知道的交通标志最多?请画出来。

(4)展示交流。说说这些标志表示什么?

(5)带学生去学校围墙那看交通标志。

3、校园安全我注意

(1)故事：在早晨冬跑中，一位同学不小心摔跤擦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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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学校中要注意哪些安全?



(3)知识问答选择，并说说为什么?

1、下课了，不能干什么a、打球b、追赶打闹c、跳绳

2、哪些东西不准带进校门a、皮球b、三角尺c、利器、易燃物品

3、哪种行为不对a、跳高、跳远b、攀越围墙、滑楼梯

4、上下楼梯怎样行a、靠右行b、靠左行c、左右行都可以

问答题

a、早晨跑步时，小林因为天气冷所以两手放口袋里跑，对吗?
为什么?

b、下课了，小林和小明你追我赶的去厕所，这样对吗?为什
么?

处理方法：对轻度的`烫伤，可用清洁的油类、酱油或牙膏，
涂抹在伤面上。

乘车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1、通过本次活动使学生增强安全意识。

2、使学生知道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

活动过程：

请看小品《踢球》

（看后）师问：“同学们，看了小品后你觉得他们做得对吗？
错在哪里？”



小结：是啊！这多危险啊！为了小小的足球，送上一条腿，
落个终身遗憾，真可惜！交通安全，我们可得随时注意。

（一）知识抢答

1、每年的“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是在几月份？

a、三月b、六月c、十一月

2、坐在火车上，对面的叔叔请你喝他带的可乐，你觉得哪种
做法最妥当？

a、向他表示感谢，但不接受他的可乐

b、接过可乐，并说声“谢谢”

c、不吭声、保持沉默

3、放学路上如果被陌生人跟踪，最不可取的做法是什么？

a、跑到人多的地方b、打110报警c、赶紧跑回家

4、下列物品在家庭中储存时，（ ）火灾危险性最小。

a、汽油 b、酒精 c、花生油

5、如果在校外有人向你勒索金钱，事后你最应该做什么？

a、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免得遭报复

b、以后每天带点钱，免得没钱挨打

c、尽快告诉爸爸妈妈或老师



6、以下放学路上的哪些行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a、看热闹b、为问路的陌生人带路c、和同学一起回家

a、找马路上的警察叔叔帮忙

b、在原地等待

c、跟一个说认识她的阿姨，一起去找父母

8、油锅着火时，正确的灭火方法是：

a、用水浇b、用锅盖盖灭c、赶快去端油锅

a、在火场中站立、直行，并大口呼吸

b、迅速躲避在火场的下风处

c、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必要时匍匐前行

10、家中常用的以下几种物品，哪些遇火可能爆炸？

a、一次性打火机b、洗发水c、液化气罐

11、家中电视机着火了，错误的做法是什么？

a、迅速拔掉电器电源插头，切断电源

b、灭火器直接对着荧光屏灭火

c、用水灭火

12、下面的哪些做法会导致触电？



a、刚洗过手未来得及擦干就去拔电插头

b、在电线杆附近放风筝

c、在有“高压危险”字样的高压设备5米外行走

13、我国大陆通用火警电话号码是（ ）

a、999 b、119 c、911

14、消防车和消火栓的颜色是（ ）

a、白色 b、黄色 c、红色

15、到床底、阁楼找东西时，应用（ ）照明。

a、手电筒 b、油灯 c、蜡烛

16、学生外出郊游应注意：（ ）

a、听从老师的安排，注意防火安全。

b、护林防火期间，严禁到山林野炊。

c、可以在树林中焚烧枯枝败叶。

（二）常识讨论

1、为什么不能翻越护栏？

2、乘汽车时要注意什么？

生讨论，交流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使同学们掌握了一些安全知识，由于在
座的同学积极表现，使这次主题班会开得很有意义，很成功，
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让安全系着你、我、他；愿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充满阳
光和鲜花；愿平安永远着伴随我们大家！谢谢同学们！

乘车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1、黑板上书写“交通安全”几个美术字。2、确定主持人。

3、准备好相关课件。

(一)师主持，以逼真的画面，真实地讲述，真切的告诫，让
学生深深懂得交通安全重于泰山.。

1、导入：

2、请看材料，列举材料。交通安全主题班会教案3、请再看
具体的、血淋淋的交通事故场面。

5、谈起交通事故，大家无不感到形势严峻，谈起事故造成的
人员伤亡，无不感叹唏嘘。感叹、震撼之余，请同学们说一
说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或想法。

7、师小结：这些血的教训向同学们敲响警钟!追根溯源，安
全意识淡薄、麻痹大意、违章违纪是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本原
因。——希望每个同学心中都有交通安全这根弦，时时刻刻
记着要遵守交通规则——接下来我们将以多种形式学习交通
法规。

1、 学生不得乘坐“三车”，并向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宣传。

停放或寄放在校园周边两百米范围之内，否则将被公安交管



部门扣留。

3、 严禁在电动车或女式摩托车踏板上载人以及超载行驶。

4、 严禁骑车逆行，严禁骑车站人。

在《祝你平安》的歌曲中结束本次班会。

为了提高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王莽小学五年级甲班举行
“道路交通安全”主题班会，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班会课上，围绕着“安全、文明”主题，对道路交通安全、
学生人身安全常识进行教育宣传。突出一个鲜明的主
题：“安全记心中，文明伴我行”。所有学生都能积极参与
其中，气氛热烈，效果明显。

20xx年12月27日6时许，定州市东王郝村通往息仲中学的公路
上，息仲中学初二年级女生陆朝灿先是被一辆农用三轮车撞
倒，后来一辆面包车过来将她装进车里，丢弃在一个鸡粪场
附近。鸡粪场主人发现孩子受伤严重后，马上拨打急救电话
并通知了家属。陆朝灿被120急救人员送到了定州市人民医院，
经诊断颅内淤血，并出现骨折，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病情
仍然严重。家属忙将其送到河北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继续接受
治疗，颅内淤血和水肿现象都没有得到缓解，目前仍未苏醒。

根据以上实例学生们进行了讨论，讨论如何在上学和放学及
假期做到安全。有不少行人，因为没掌握好道路安全，结果
导致自身受伤甚至丧命。学生踊跃发言。

怡梦：通过以上实例教育，我的安全意识进一步加强了，以
后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一定做到注意车辆，和同学们结伴而
行，道路上做到不玩耍，在学校也要做到不追逐、打闹保证
自身安全。

邵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应珍惜自己的生命，道路安



全对于我们学生很重要，以后我要和同学结伴而行，但是不
并行走，更不能追赶车辆嬉戏打闹。更不要在马路上踢球、
溜冰、放风筝、做游戏。

1、交通基本通行原则

右侧通行原则。我国实行的是右侧通行原则。交通安全主题
班会各行其道原则。简单说就是各走各的路。

2、安全走路如果我们不注意交通安全，走路也闯祸。我们上
学读书、放学回家、节假日外出时，走在人来车往的交通繁
忙的道路上，要遵守交通法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走路的
安全常识行人在公路上行走时，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人行
道是指在道路两侧专门供行人行走的区域。一般在机动车道
外划有一条白色实线，从白色实线到路边是专供自行车行驶、
行人行走的，行人应当在这一区域内靠路边行走。走路时，
不要东张西望，不能一边走一边玩耍，不能一边走路一边看
书，不能三五成群并排行走，不要乱过马路，更不能追赶车
辆嬉戏打闹。更不要在马路上踢球、溜冰、放风筝、做游戏。
一旦被来往车辆撞倒，后果非常严重。

3、骑自行车是应当注意的问题

自行车轻巧灵活，是外出理想的交通工具，不少同学上下学
都采

用了骑自行车。在道路上骑自行车，必须集中思想，双手把
住笼头。要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不准驶入机动车道。转弯
前，需看清楚来往车辆，伸手示意再转弯，不能突然猛拐。

通过班会，同学们掌握了走路、骑车等交通安全常识，明确
节假日期间外出以及平时上学、放学和在校园内怎样做才安
全，养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及时消除道路交通隐
患。



乘车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六

1、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
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2、掌握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教学要求：

知识方面：了解有关知识;明确危害安全的行为。

能力方面：通过学习，时刻提高警惕，自觉做好防范工作。
掌握自救方法，提高自护能力。

教学方法：导、读、议、评相结合。

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
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1、当前，在中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缺乏正确的安全防卫心
理，他们中有人被敲诈，有人被欺负，甚至有人被杀害，此
类案件比比皆是，甚至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对我们中学生
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非常重要。

2、“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采取的应对措施：

第一、要学法、守法、懂法、用法。

第二，要有及时报告的意识。特别是个子矮小，体力单薄的



学生遇欺时，要及时报告家长、老师，请求其出面解决。

第三、要有机警的报警意识，即遇危急时临危不惧，寻找脱
身之遇，求助于警方帮助。

第四、要谨慎交友。

二、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一)地震

地震，群灾之首。强烈的破坏性地震瞬间将房屋、桥梁、水
坝等建筑物摧毁，直接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还会诱发水
灾、火灾、海啸、有毒物质及放射性物质泄漏等次生灾害。

前兆：强烈地震发生前，人们常可观察到一些自然界的反常
现象，这就是地震前兆。比如，地声、地光、井水异常(水突
然变浑或突升突降)，一些动物比人类敏感，如猫狗发疯般的
乱咬狂叫，老鼠成群结队的搬家，鸡到处飞，猪、羊等大牲
畜乱跑乱窜等等。

发生地震时：

(1)从人感觉振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大约只有12秒钟，如果你住
的是平房，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门外。如果你住的是楼房，
跑已经来不及了，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断电闸，关掉煤
气，暂避到厨房，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或是桌子，柜子，
床铺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余震。

(2)如遇到地震，最忌慌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坚固物
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有序地撤离。(具体参见学校教学楼、
宿舍楼紧急疏散预案)

(3)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



到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
河岸及高压线等。

震后：震后不幸被废墟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
无法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
件，耐心等待救援。

(二)火灾

水火无情，人所共知。必须坚持“三要”、“三救”、“三
不”的原则，才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1.“三要”

(1)“要”熟悉自己住所的环境

平时要多注意观察，做到对住所的楼梯、通道、大门、紧急
疏散出口等了如指掌。

(2)“要”遇事保持沉着冷静

面对熊熊大火，只有保持沉着和冷静，才能采取迅速果断的
措施，保护自身和别人的安全。有的人因为乱了方寸，出现
错误的行动，结果延误了逃生的宝贵时间。例如，只知道推
门，而不会用力去拉门;错把墙壁当作门，用力猛敲;甚至不
管三七二十一，盲目跳楼……在开门之前要先摸摸门，如果
门发热或烟雾已从门缝中渗透进来，就不能开门，准备走第
二条路线。即使门不热，也只能小心地打开一点点并迅速通
过，随后立即把门重新关上。因为门大开时会跑进氧气，这
样一来，即使是快要闷熄的火也会骤然燃烧起来。

(3)“要”警惕烟毒的侵害

在火灾中，最大的“杀手”并非大火本身，而是在焚烧时所



产生的大量有毒烟雾，其主要成分为一氧化碳，另外还有氰
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等。消防专家的研究表明，空气中
的一氧化碳含量为1%时，人呼吸数次后就会昏迷过去，一二
分钟便可引起死亡。专家建议，用湿毛巾将鼻子和嘴捂住，
尽快地撤离火场。如果火势过大过猛烈，出口通道被浓烟堵
住，且没有其他路线可走，可用湿棉被做掩护，贴近地面
的“安全带”，匍匐通过浓烟密布的走廊和房间。绝对不能
以身体站直的姿势去跑。因为冷热空气是对流的，有毒烟气
飘浮在房屋空间的上部，而贴近地面的地方会跑进一些新鲜
空气供人呼吸。站着跑很有可能无法呼吸，窒息而死。衣裤
着火，应该脱掉，或在地上打滚，将火弄灭。若有人惊惶而
逃时衣裤带火，应将其按倒在地打滚，直至火熄。

2.“三救”

(1)选择逃生通道自“救”

发生火灾时，利用烟气不浓或大火尚未烧着的楼梯、疏散通
道、敞开式楼梯逃生，是最理想的选择。如果能顺利到达失
火楼层以下，就算基本脱险了。

(2)结绳下滑“自救”

在遇上过道或楼梯已经被大火或有毒烟雾封锁后，该怎么办
呢?应该及时利用绳子(或者把窗帘、床单撕扯成较粗的长条
结成的长带子)，将其一端牢牢地系在自来水管或暖气管等能
负载体重的物体上，另一端从窗口下垂至地面或较低楼层的
阳台处等。然后自己沿着绳子下滑，逃离火场。

(3)向外界求“救”

倘若自己被大火封锁在楼内，一切逃生之路都已切断，那就
得暂时退到房内，关闭通向火区的门窗。呆在房间里，并不
是消极地坐以待毙。可向门窗浇水，以减缓火势的蔓延;与此



同时，通过窗口向下面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抛掷物品
等，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消防队员的救援。总之，不要因冲
动而做出不利于逃生的事。

3.“三不”

(1)“不”乘普通电梯

(2)“不”轻易跳楼

跳楼求生的风险极大，弄不好往往不是死就是伤，不可轻取。
即使在万般无奈之际出此下策，也要讲究方法。首先，应该
向楼下抛掷棉被或床垫，以便身体着落时不直接与硬的水泥
或者石头路面相撞，减少受伤的可能性;然后双手抓住窗沿，
身体下垂，双脚落地跳下，缩小与地面的落差。

(3)“不”贪恋财物

火灾来势极快，10分钟后便可进入猛烈的阶段。因此，消防
专家警告，遇上火灾时，必须迅速疏散逃生，千万别为穿衣
或寻找贵重物品而浪费时间，因为任何珍宝都比不上生命更
为珍贵。更不要在已经逃离火场后，为了财物而重返火口，
到头来只能是人财两空，自取灭亡。

(三)雷电

夏天来临，经常会有雷雨大风，应该预防雷电袭击。

1.在空旷田野上，不要使自己成为尖端，也就是说，要尽量
降低自身高度，不应该把铁锹、锄头、高尔夫球棍等带有金
属的物体扛在肩上高过头顶。

2.在市郊地区，最好躲入一栋装有金属门窗或设有避雷针的
建筑物内，也可躲进有金属车身的汽车内。



3.在稠密树林中，最好找一块林中空地，双脚并拢蹲下;在大
树下躲雷雨是极不安全的。此外，不要在高楼烟囱下、地势
高的山丘处停留，以防不测。

4.在山间旅游，如路遇山洞也可进入避雷。

5.打雷时，最好不要到湖泊、江河，海滩等处钓鱼和划船，
也不要去游泳。

6.打雷时，在平坦的开阔地带，最好不要骑马、骑自行车、
驾驶摩托车或开拖拉机。

7.打雷时，在室内相对比较安全，但要紧闭门窗，防止危险
的侧击雷和球形闪电侵入。

结束语：

总之，我们青少年要树立安全意识，掌握自护方法，提高自
护能力，才能在各种意外情况发生时从容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