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安全教育内容 冬季安全教育班会教案
(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冬季安全教育内容篇一

1、对学生进行用电、防火、防水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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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培养学生自我生存能力，使学生安全，健康地成长。

使学生树立用电、防火、防水等自护、自救的观念，增强安
全意识。

资料准备：《安全教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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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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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自己有哪些不安全的事，写下来，并说说如何注意。

冬季安全教育内容篇二

1、知道在下雪天要注意的安全常识。

2、在成人的鼓励下，愿意尝试解决下雪天遇到的小困难。

1、恐龙玩具一个、动画故事《小恐龙的一天》;

2、收集人们在雪天活动的图片。

一、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那，你们喜欢冬天
吗?为什么?小恐龙也很喜欢冬天，尤其是喜欢下雪的天气，
但是，下雪却给它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让我们一起去
看一看吧!

二、讲述故事《小恐龙的一天》，使幼儿了解在雪天活动时，
可能出现的不安全事项。

提问：

1、森林里下雪了，小恐龙感觉非常非常冷，怎样让它暖和起
来呢?

2、恐龙宝宝在玩打雪仗的游戏，发生了什么事情?



3、恐龙又到冰面上玩，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4、小恐龙做的对不对?那么你们在下雪天是怎样做的呢?引导
幼儿结合自己，谈谈自己在下雪天会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
的。方法。

三、出示“人们在雪天活动”的图片，让幼儿判断对错，并
说出理由。

1、打雪仗时，往同伴的头上、脸上扔。

2、独自到冰面上玩，追逐打闹。

3、下雪后，在马路上奔跑。

4、玩雪后，直接将手放进热水里泡。

5、下暴雪后，在大树下、广告牌下面玩耍。

6、不戴帽子、手套，外出玩耍。

教师小结：下雪天，可以堆雪人、打雪仗，但是也要注意安
全。下雪天出去玩，要注意穿上防寒保暖的衣服，戴上手套、
帽子、围巾，以免冻伤。小朋友不能独自到冰面上玩，以免
发生危险。打雪仗时，不要往别人的脸上、头上扔，以免打
伤。玩玩雪后，一定要搓搓手，不能将手直接放进热水里。

四、教师示范讲解冻伤、摔伤后怎么办。

1、冬天，手冻伤了怎么办?

(1)回到温暖的环境中去，使冻僵部位的温度慢慢回升。

(2)如果在野外，应当设法用大衣等将手脚包裹起来。



(3)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手搓，通过摩擦增加温度，促进血液循
环，恢复正常。

2、雪天滑倒，怎么办?

不小心滑倒，我们不要用手腕着地，用手掌着地，那样容易
会把手腕扭伤。如果摔得严重时，要赶紧拨打急救电话，住
院治疗。

3、师生制作“防滑”标志，在幼儿园的楼梯口、容易滑倒、
摔伤的地方张贴。

五、学习儿歌：《雪天安全歌》

下雪天，要慢走，躲让汽车保平安。

湖面结冰要离远，路上打闹有危险。

人生命，大于天，时时刻刻重安全，这样人人才平安!

六、教师小结：

今天，我们了解了有关下雪天的'安全常识，希望小朋友们在
下雪天，都能加强自我防护意识，能够安安全全、快快乐乐
的度过整个冬天。

冬季安全教育内容篇三

冬季已经到来，为了确保安全，召开这次主题班会。

1、冬季气温偏低，雨雪极易结冰，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路面，
注意不要摔倒。

2、由于冬季同学们穿棉衣、围围脖、戴帽子上下学，观察不



太方便，而且最近路上经常有雾，所以在上放学时更要注意
往来车辆。穿越公路时一定要认真观察有无车辆通过，确保
安全下才可以通行。

3、在雨雪后，个别人家的屋檐等地方可能会出现冰椎、冰凌
等悬挂物，从附近经过时，要时刻注意，严防悬挂物坠落伤
人。如果发现有上述物品，要及时告知家长或其他成年人，
由他们去清除，未成年人不得自行处理。

4、为了确保交通安全，在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班级不
记录学生考勤，无论迟到还是由于道路原因不来上学，都视
为满勤。但如学生不来上学，应通过电话等渠道向老师请假，
不请假者将作旷课处理。

1、不得触摸空调等电器设备，严防触电或烫伤。

2、不得将毛巾、纸张等易燃物放在空调、电暖风等电器设备
上，严防火灾的发生。

3、注意楼道、走廊、操场上有无结冰，防止突然滑倒。

1、时刻提醒父母注意防火、防煤气中毒等事项，自己也要远
离水壶、火炉等热水、取暖及其它电器设备，确保安全。

2、不得将八宝粥、罐装饮料等物品直接放在火炉上加热，以
防受热膨胀突然爆裂引发事故。

3、不得用湿手去触摸石头、铁管等低温物体，防止手指被冻
在上面。如不小心手指被冻住，不能强行将手指拉下，应呼
唤他人帮忙，通过烘烤等方式将接触部位加温，待融化后再
将手指拿开。

4、不得私自到河沟、池塘、水井等处去游玩、滑冰。和大人
一起通过冰面时也要注意观察，看冰层是否够厚，看冰面有



无裂痕，待确认安全后才能通过。

1、要经常做户外运动，促进血液循环。

2、如感觉到手脚很冷时，提倡首先选择通过搓手、跺脚等方
式取暖。

3、在手脚冻得麻木时，不要将手脚直接放在热水中或者火上
烘烤，严防灼伤或者烫伤。

4、如有冻伤，可在大人的`监督下用冰雪搓受冻部位，促进
血液循环，提高体温。

冬季安全教育内容篇四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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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把握紧急状况下的逃命策略。

教学要求：

学问方面：了解有关学问;明确危害安全的行为。

力量方面：通过学习，时刻提高警惕，自觉做好防范工作。
把握自救方法，提高自护力量。

觉悟方面：熟悉安全的必要性，树立安全意识;增加安全的责
任感。

教学重点：危害安全的行为，及自救措施。

教学过程：



冬季来临了，为确保同学冬季安全，结合季节特点，进行以
下方面的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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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前，在中同学中，有一部分同学缺乏正确的安全防卫心
理，他们中有人被敲诈，有人被欺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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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中同学
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育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特别重要。

2、“害人之心不行有，防人之心不行无。”

(一)火灾

水火无情，人所共知。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说，近5年来，
全世界平均每年有20xx多万人在大火中丧生，受伤的就更难
以计数了。

在面对大火肆虐的危险时刻，必需坚持“三要”、“三救”、
“三不”的原则，才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二)雷电

夏天来临，常常会有雷雨大风，应当预防雷电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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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把铁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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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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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块林中空地，双脚并拢蹲下;在大树下



躲雷雨是极担心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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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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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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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危急
的侧击雷和球形闪电侵入。，避开发生传染病。

1、用电安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握一些的用电常识。

(1)熟悉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状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觉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状况，
应马上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觉有人触电要设法准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
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取暖时，屋内要留意开窗透气防止煤气中毒。

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内
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冬季气候较干燥，严禁玩火，严防火灾事故发生。易燃物一
点即着，防火尤为重要，强调以下几点：

(1)、任何同学不准携带火柴火机等火种进校，试验室里的火
种也不得带出室外。

(2)、不得带x等进校内，在校外，走亲访友时也要当心，远
离这些危急物品。

(3)、要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报警时要向消防部门讲清着火
的地点，还要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怎么样。

(4)、一旦身受火灾的威逼，千万不要慌张，要冷静，想方法
离开火场。

(5)、逃命时，尽量实行爱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
湿衣物包裹身体。八是加强家校联系。通过家访、家长会等
方式，提示家长留意同学的校外安全，为同学供应一个安全、
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

四、八是加强家校联系。通过家访、家长会等方式，提示家
长留意同学的校外安全，为同学供应一个安全、健康成长的
家庭环境。

五、做好自我防护，把衣服穿温和，被子盖温和，寝室常开
窗通风，毛巾衣被在晴天要晾晒，不与别人共用餐具，跑步
后用毛巾隔背。发觉有头昏、厌食，四肢无力、咳嗽发热等
症状，要准时就医。个人要勤洗澡，勤换衣，不与他人共用
盆桶等洗漱用品，特殊要勤洗手，勤通风，勤换衣。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可能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故，如
何紧急处理，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在以后的班会中，
我将间续了解，让我们在拍手歌中结束今日的这堂安全教育
主题班会吧。

总之，我们青少年要树立安全意识，把握自护方法，提高自
护力量，才能在各种意外状况发生时从容应对。

冬季安全教育内容篇五

今年3月x日，是第x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为深入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
育指导纲要的通知》(国办发〔x〕9号)精神，推进中小学生自
护安全教育的有序开展，积极培养学生珍爱生命、关爱生命
意识，增长基本的安全自护知识，提高避险抗灾能力，县教
育局决定在全县中小学开展x年“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活动。

1.让学生了解学校、家庭、社会等生活环境存在的安全隐患。

2.提高学生的预防、自护和自救能力，树立安全意识，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中小学生的安全隐患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许多危险
往往就潜藏在我们的身边。

1.你知道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1)交通安全方面

(2)消防安全方面

(3)卫生防病方面

(4)网络交友安全方面



2、谈论主题

安全事故是否可以避免

(1)讨论

(2)辩论

(二)强化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1、中学生如何防止上当受骗？

在与陌生人的接触交往中，要识别一些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
相方法的诈骗行为，不要轻信别人的花言巧语;不要随意将自
己的家庭住址等情况告诉陌生人;要服从校园管理，自觉遵守
校纪校规，不要把社会上闲杂人员带入学校。

2、出校门向西学生应观察过往车辆后，再横穿公路西行，且
靠右侧路边骑行，向东学生出校门要观察来往车辆，靠右边
侧骑行。

3、禁止骑快车，禁止骑车带人、双手离把、扶肩并行、撑伞
骑行或攀扶其他车辆。

4、学生在校内外统一走便道，无人行便道的靠右边侧行，不
准逆行或马路中间行走。

向学生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能力，提高学生
的自护自救能力，以“安全在我心、平安伴我行”为主题召
开安全教育主题班会，通过讲故事、辩论赛、办安全手抄报、
写安全作文等形式，向学生重点普及防火、防盗、防溺水、
防交通事故、防触电以及食品安全卫生等知识，提高学生的
自主安全意识。孩子们在主题中队上总结出很多安全警示语，
“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一生都安



全”“上下楼梯慢慢行”“你追我赶危险多”“校园是我家，
平安靠大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