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身安全防范教育班会 安全教育班会教
案安全教育班会(精选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人身安全防范教育班会篇一

家中起火，不要慌张，应根据火情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如果
炒菜时油锅起火，迅速将锅盖紧紧盖上，使锅里的油火因缺
氧而熄灭，不可用水扑救。当房间内起火时，不能轻易打开
门窗，以免空气对流，形成大面积火灾。纸张、木头或布起
火时，可用水来扑救，而电器、汽油、酒精、食用油着火时，
则用土、沙泥、干粉灭火器等灭火。若火势已大，必须立即
报火警。被火围困时，应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脱离险
境。如俯下身体，用湿布捂鼻。

及时报警

遭遇火灾，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
损失：

(1)一旦身受火灾危胁，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地确定自
己所处位置，根据周围的烟、火光、温度等分析判断火势，
不要盲目采取行动。

(2)身处平房的，如果门的周围火势不大，应迅速离开火场。
反之，则必须另行选择出口脱身(如从窗口跳出)，或者采取
保护措施(如用水淋湿衣服、用温湿的棉被包住头部和上身
等)以后再离开火场。



(3)身处楼房的，发现火情不要盲目打开门窗，否则有可能引
火入室。

(4)身处楼房的，不要盲目乱跑、更不要跳楼逃生，这样会造
成不应有的伤亡。可以躲到居室里或者阳台上。紧闭门窗，
隔断火路，等待救援。有条件的，可以不断向门窗上浇水降
温，以延缓火势蔓延。

(5)在失火的楼房内，逃生不可使用电梯，应通过防火通道走
楼梯脱险。因为失火后电梯竖井往往成为烟火的通道。并且
电梯随时可能发生故障。

(6)因火势太猛，必须从楼房内逃生的，可以从二层处跳下，
但要选择不坚硬的地面，同时应从楼上先扔下被褥等增加地
面的缓冲，然后再顺窗滑下，要尽量缩小下落高度，做到双
脚先落地。

(7)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将绳索(也可用床单等撕开连接
起来)一头系在窗框上，然后顺绳索滑落到地面。

(8)逃生时，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湿
衣物包裹身体，同时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向外逃生。

人身安全防范教育班会篇二

安全饮食，健康你我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当前的食品安全现状;

2、让学生在生活中能养成爱干净的习惯，具备讲究卫生的意
识;

让学生真正明确食品安全的重要性，饮食要讲究的必要性。



(一)教学准备：

让学生通过报刊、杂志、网络等多种途径，了解我国当前的
食品安全状况。教师引导：食品安全是一个关乎生命的重要
话题，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话题。说起食品安全，我们的许
多同学会有这样的想法：食品安全是食品安检部门和大人们
的事，和我们无关;其实，食品安全与我们息息相关，关系到
我们的人生安全，是每个公民的事，也是每个公民必需知道
和注意的事。

(二)我们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哪些?(先让学生讨论他们所
知道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哪些)

1. 食品中农药残留的危害

观察图片及阅读材料，指导学生了解食品中农药残留的各种
表现及危害，请学生分别举出生活中的相应例子。使学生认
识到农药残留在食品中人类健康的危害，明确目前食品中农
药残留的危害无处不在的危机现状。

2. 滥用食品添加剂的危害

网上以有不少不到揭示出很多无牌、无良的商家为图谋利而
不顾人们的生命安全，滥用色素、香料等添加剂;观察图片及
阅读材料，了解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主要表现和危害。

3. 食品包装容器与设备的危害

观察图片及阅读材料，知道在日常生活中，食品与我们人类
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食品包装机械作为食品的“贴身衣
物”，其在原料、辅料、工艺方面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食品
质量，继而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2005年以来，我国收到国
外关于我国出口食品包装容器、包装材料含有有毒有害物质
的预警通报，这些通报主要集中在重金属、苯、微生物、二



氧化硫等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上。长期食用“毒包装”
中的食物，可能导致各种疾病，例如胆结石，重金属、苯中
毒。暗藏“杀机”的食品包装，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了潜在
威胁，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让学生讨论，得出结
论)

食用经过检测的合格产品或有机农产品

农产品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人体所需的能量和营养，是人类每
天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之一。

在食用食品时我们可以做到的：

1、 生吃的蔬菜和水果要洗干净后再吃，以免造成农药中毒。

2、 尽量少吃或不吃剩饭菜;如果吃剩饭菜，一定要彻底加热，
防止细菌性食物中毒。

3、 不吃无卫生保障的海产品，如生鱼片、生贝类等，避免
细菌性食物中毒。

4、少吃油炸、烟熏、烧烤的食品(这类食品如制作不当会产
生有毒物质)。

不光顾无牌无证的小贩。

在我国，在各个街头巷尾几乎都可以看见不少无牌无证的流
动小贩，尤其在学校附近，对于这些无牌小贩，我们必须做
到：

1、到正规商店里购买，不买校园周边、街头巷尾的“三无”
食品。



2、 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尽量选择信誉度较好的品牌。

3、仔细查看产品标签。食品标签中必须标注：产品名称、配
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准
号等。不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

少使用塑料制品

现在我们使用的塑料包装袋，塑料瓶罐等，大部分是用不可
降解的聚乙烯生产的，这些包装物就用会释放一些有害的物
质到食品当中，食后危害身体，被抛弃到大自然后，会对环
境形成“污染”。我们每天能做到的有：

1、尽量使用环保袋。

2、不使用不可降解的快餐盒。

3、不随手乱扔塑料包装物。

4、尽量购买用纸包装的物品。

5、购买塑料瓶饮料时要看瓶底安全标签，尽量使用自己的水
壶。

6、 多喝白开水，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一些饮料含有防
腐剂、色素等，经常饮用不利于少年儿童的健康。

(四)教师总结：

我想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和学习，我们就能健康地成长，健康
地学习和生活。

人身安全防范教育班会篇三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游泳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掌握一些自救自护的本领；珍惜生命，健康成长。

1、确定主持人，选定剧情扮演者并进行排练。

2、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游泳安全方面的资料。

3、黑板上用彩色粉笔书写“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八个美术
字。

4、制作精美的课件。

主持人甲：敬爱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合：大家好！

主持人甲：炎热的夏天又悄悄的来到了，游泳是最常见的解
暑方式。

主持人乙：是的，游泳不但能锻炼我们的身体，还能磨练我
们的意志，深受我们同学的喜爱。

主持人甲：然而，当你在水中尽情畅游时，是否想到不幸正
降临到你的头上？

主持人乙：在那不经意的一瞬间，生命的泉水便会永远枯竭。

主持人甲：溺水的发生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分性别年龄，不
分贫富贵贱。

主持人乙：如果缺少应有的'警惕，危险可能就在那一瞬间。

主持人甲：所以，我们要懂得安全游泳，学会自救自护。

合：“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主题班会现在开始！（生鼓掌）

主持人甲：让我们一起先来看一段录像：[看录像]（有关溺



水录像）

主持人甲：这种情形，如果你不懂得正确处理，只会让你的
生命之花过早凋谢。

主持人乙：生命是最宝贵的，它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让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

合：新闻发布会！让我们警钟长鸣！谁先来？！[新闻发布
会]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交流自己搜集到的有关青少年溺水身亡
资料）

主持人甲：数字是枯燥的，但是在枯燥的数字背后，是生命
的陨落。

主持人乙：是亲人们的痛不欲生，是家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
口啊！

主持人甲：每一个健康生命的夭折，都让人倍感心痛。

主持人乙：每一个幼小生命的意外，总是让人揪心。

主持人乙：同学们，难道这些还不值得我们去注意游泳安全
吗？

主持人甲：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自救自护，下面我们进入
第二个环节：

合：安全知识竞赛！[安全知识竞赛]

下一个环节

合：模拟表演！ 1、游泳时，小腿抽筋2、游泳时，不幸溺水



3、游泳时，水草缠住了腿（后附剧情）（每组一个，有叙述、
有表演）

主持人甲：同学们还真有自己的锦囊妙计呀！

主持人乙：我在一个游泳现场收录到这样一幕，我总觉得不
太对劲。

主持人甲：那不如让我们这些“火眼金睛”的同学来为那位
游泳中的同学“诊治”一下吧！

主持人乙：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合：行为诊所

[行为诊所“游泳”录像]

主持人甲：你看他哪个地方做得不对？（七嘴八舌指出不足
然后说出正确的做法。）

主持人甲：游泳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可先讨论再汇
报）

主持人乙：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活动体验大家谈]

主持人甲：同学们，通过这次班会，你有哪些收获？请谈一
谈你的体会吧！

主持人甲：我们下河游泳一定有大人陪伴！主持人乙：我们
游泳前要做准备活动。

主持人甲： 下水前要观察水的环境！主持人乙：不在过饱过
饿时下水，以免抽筋！

主持人甲：下水的装备要带全，一定要带泳镜。主持人乙：



游泳时，不高声说笑。

主持人甲：发生意外，沉着应对，寻求帮助。主持人乙：游
泳累了，赶快上岸休息！

主持人甲：安全、安全，我们不能开玩笑！主持人乙：安全、
安全，我们的生活才会幸福美满！

主持人甲：一缕朝霞将托起一轮崭新的太阳。主持人乙：一
株嫩芽将预示一棵明天的栋梁。

主持人甲：最后，让我们齐声高喊：（合）珍爱生命，预防
溺水！

3.1：游泳问题是时刻都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而很多孩子对游
泳技巧应注意的问题都不了解。此次班队会让孩子了解到很
多常识，收获很多。

3.2班：本次班队会，孩子们通过知识竞答、讨论交流等环节
加深了对游泳的理解。提高了安全意识，增强了自我保护的
能力。

3.3班：本次班队会孩子们收获很多。之前，孩子们只是非常
喜欢游泳，而对游泳知识了解的并不多，此次班队会让他们
获益匪浅。

人身安全防范教育班会篇四

活动目的'：学习校园安全知识，认识安全警示牌，对学生进
行安全教育，防患于未然。

活动对象：六年级三班全体学生

活动地点：教室



活动准备：安全知识、警示牌

男：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我们的安全
倍受家人、老师的关注。

女：“同学们，下课不要拥挤，不要追逐打闹”这是老师们
每天都要对我们说的话。

合：让我们安全记心中，记住人生美好，步步小心。六年级
三班《关注校园安全》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老师：学校是我们学习知识，获得本领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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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老师带领同学们去看看发生校园里的几起
安全事故吧！

案例一：

10月25日晚，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广纳镇小学四年级至六年
级寄宿制学生晚自习结束后，在下楼梯时发生拥挤，造成8名
学生死亡，45名学生受伤。

案例二：

xx年11月8日，一完小三年级学生李某午饭后来到学校教学楼
三楼走廊上玩耍，他右脚跨在走廊栏杆上，不慎失手坠落至
一楼，因头部严重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例三：

六年（4）班的一位男同学，在体育课的短跑练习中，由于动
作不规范，被自己的脚绊倒在地上，右肩着地，造成右肩粉
碎性骨折，要植入钢板固定骨头，目前正在康复中。



案例四：

在一次学校升旗仪式上，我班的一位男同学，突然昏倒在地，
摔倒在水泥地板上，脸被水泥地板擦破，幸好急救及时，并
无大碍。

案例五：

在一节早读课前，我班的一名女同学，因与一名男同学发生
口角，一怒之下，拿起圆珠笔往男同学的手臂插去，导致男
同学的手臂伤。

师：结合以上五个案例，谈谈你有什么启示？

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应如何解决？我们应报着什么样的
心态？

1、日常行为安全：不携带刀具、火种或其它危险品进入校园；
严禁勾引校外人员来校滋事、打架；不进网吧、游戏室、歌
舞厅等娱乐场所；不在楼梯、走廊上追逐打闹、推撞；上下
楼梯靠右行，不拥挤、不抢行；严禁攀爬围墙、栏杆及大树。

2、体育课、实验课安全：上体育课时，要有防范意识，不随
意投掷器材。实验课时要严格操作程序，按规范操作，不随
意动用器材和药品，不携带任何化学药品出实验室。

3、集体活动安全：班级、年级、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要严
格遵守活动纪律，听从老师的指挥，身体有不舒服的要及时
告知老师或身边的同学。

4、心理健康安全：心理上出现问题可采取适当方法加以排解，
如可找老师、家长、学生、朋友等倾诉。

5、安全顺口溜：



上课小腿莫伸长，走道狭窄不疯狂，

上下楼梯靠右走，危险游戏一扫光。

同学之间有磨擦，宽容谦让是良方，

1、请同学们猜猜这些警示牌是什么意思。（出示警示牌，学
生指认）

男：在日常生活中，像这样的警示牌还有很多很多，它们时
时刻刻提醒着我们注意安全，同学们可要留心观察呀！但并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警示牌来提醒我们，在没有警示牌的地方，
我们更应该细心观察，加倍小心，尽量避免受伤。

2、像这种情况，我们班发生过吗？

a．用铅笔或其它尖锐的东西互相打闹。

b．在教室里互相追赶。

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学生回答）

3、在我们学校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注意安全，找一找哪个地方
需要注意安全？（同学自由发言）

师小结：同学们找的这些安全隐患非常好，是学校的问题下
课后老师会及时向学校领导反映，自己的问题可要及时改正，
防患于未然。

4、现在是轻松十分钟，我们来个安全知识问答。答对就得一
颗星。

选择题：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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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叫人一起教训对方。

c、据情节给予报复。

d、叫家长到学校来教训对方。

人身安全防范教育班会篇五

1、通过教育，让师生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

2、教育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消防安全、人身安全，饮食
安全，交通安全等。

进行预防春季传染病、校园安全、交通安全等的教育。

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都只有一次。注意安全，就是善待和
珍惜生命的一种有效途径。校园安全与我们每个师生密切相
关。进入新学期，同学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做好
安全教育工作，树立同学们的安全意识，是同学们日后能否
更好的学习、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为了有效的落实我校的安
全教育工作，现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做好校园课间安全教育。

要求同学们在课间不做剧烈的活动，避免发生各种伤害事故;
不在校园内追逐打闹，教室的门、窗户在开关时应当小心，
以免夹伤手指;不在跳动内追逐嬉戏，不打闹，不攀高，不拥
挤，不抢道;不在教室内内打球、踢球。课间操或放学时不准
拥挤推搡，不准将危险品带入校园。



二、做好财产安全教育。

春节刚过，很多学生往往带钱或者带很多贵重物品来，一定
要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钱财，不应该带手机、游戏机、学习
机等贵重物品到校，以免丢失或损坏。

三、做好春季常见传染病预防教育。

春季常见传染病：流感、流脑、麻疹、水痘。易感人群预防
传染病的一般措施也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合理膳食，增
加营养，要多饮水，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宜多食些富含优质
蛋白、糖类及微量元素的食物;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多到郊外、
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不到人口密集、人员混杂、空气污染的场
所去;勤洗手，并用流动水彻底清洗干净;每天开窗通风，保
持室内空气新鲜，尤其是卧室、教室等;合理安排好作息，做
到生活有规律;注意不要过度疲劳，防止感冒，以免抗病力下
降;不食、不加工不清洁的食物，拒绝生吃各种海产品和肉食，
及吃带皮水果，不喝生水。不随便倒垃圾，不随便堆放垃圾，
垃圾要分类并统一销毁，注意个人卫生，不随便吐痰，打喷
嚏;发热或有其它不适及时就医;到医院就诊最好戴口罩，避
免交叉感染;避免接触传染病人，尽量不到传染病流行疫区;
传染病人用过的物品及房间适当消毒，如日光下晾晒衣被，
房内门把手、桌面、地面用含氯消毒剂喷洒、擦拭。

四、做好交通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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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安全防范教育班会篇六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主题班会演讲题目是《珍爱生命，安全第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每个人来到这个美丽的地球上，都是幸
运的。短短的一生，只要生命不息，都可以尽情享受到新鲜
的空气、温暖的阳光，享受到亲人的关爱，享受到日新月异
的生活，憧憬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希望。

但是悲剧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美好愿望而远离我们，据有关部
门统计，近年来，全国中小学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一万
六千多人，平均每天就有40多名中小学生死于非命。这意味
着每天就有一个班级消失。数字是枯燥的，但它的背后是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所以，请同学们平时就要强化安全意识，
提高应急能力，随时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同学们知道11月9日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全国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日。从11月9日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便开始进入冬季，
冬季是火灾多发季节。因此，从这一天起全国就开始开展防
火宣传与检查，大力宣传119，使消防意识深入人心，提高全
民消防安全知识。因为火灾是无情的、可怕的，几乎每隔一
段时间，我们都会从新闻媒体中看到或听到因为火灾事故酿
成的令人痛心的惨案，有的人因此丧生火海。

火灾是可怕的，而比火灾更可怕的，则是安全意识的淡漠、
安全知识的贫乏!所以作为学生，我们从小要树立自我保护的
意识，要具备自我保护的能力。要明辨是非，知道什么应该
做，什么不应该做，在校园里要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去做，
在平时我们要认真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要有高度的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到安全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注意行走安全和运动安全。不在楼道内跑跳打闹，上
下楼梯一律靠右行走，不要拥挤，要有秩序。上体育课和课
外活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运动时要注意不能剧烈地碰
撞，以免撞伤或摔伤。操场上的体育运动器械，必须在老师
的指导、监督下使用，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活动。



第三，学习紧急逃生的安全常识并不断提高自救能力。在校
园中听到安全警报响起，每班请立即自觉有序站队，并到规
定地点集合，清查人数。平时带路队进出宿舍和餐厅时也请
同学们养成走紧急疏散线路的好习惯。本周我们还要进行安
全疏散演练，提醒老师和同学随时增强安全意识，留意安全
报警讯号，遇到突发情况学会逃生自救。

同学们，老师们，让我们一起增强安全意识，绷紧安全这根
弦，提高遇到突发事件紧急处理的应急能力，共同维护我们
的校园安全!让我们在国旗下共同祝愿，祝愿我们的校园真正
成为全校师生安全的港湾，和谐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