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暑期安全工作汇报 安全第一小学生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精选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暑期安全工作汇报 安全第一小学生暑期安全教育班
会篇一

“安全第一”、“安全无小事”，暑假将至，为了使学生能
过上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围绕“道路交通安全”、“家
庭防火”、“游泳安全”、“饮食卫生”等夏季易发的安全
问题对学生进行放假前的安全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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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安全教育落到实处。

同学们：你们好!我们是21世纪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
的希望,是充满生机的新一代。我们在祖国温暖的阳光下长大，
在老师的悉心哺育下一天天成熟。我们是肩负重任、跨世纪
的一代，所以要“时时处处注意自身的安全”，健康、快乐、
茁壮地成长。可是，每逢假期，我们却总会听到一些小学生
遭遇无端横祸的噩耗;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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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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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防溺水

回忆以前因游泳、钓鱼、玩水等引发的溺水事故，为学生再
次敲响警钟;结合本地河塘众多的地理情况，要求学生不能私
自到河塘、水库游泳。

(四) 交通安全

1、交通法规

2、道路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

3、看图识标志

4、引导讨论：

(1)行人为什么要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要靠路边行
走?

(2)行人横穿马路为什么要走斑马线?



(3)没有划设人行横道的马路应该注意哪些?

(4)为什么不能翻越护栏?

(5)为什么不准扒车、追车、强行拦车?

(6)为什么走路时不能看书或做其它活动?

(7)骑自行车应该注意什么?

(8)乘汽车时要注意什么?

(9)遇到交通事故怎么办?

(五) 食品卫生。

在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饮食，可你知道吗?良好的饮食习惯，
合理的、营养平衡的膳食，正确的饮食卫生习惯，有效预防
传染病的发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保证。

出示图片，师随机讲解：

1、一日三餐，不可偏废，要合理搭配饮食，各类事物都要吃，
不能偏食、挑食。

2、早餐要吃饱吃好，要多吃鸡蛋、牛奶、豆类食品，不能马
马虎虎随便吃一点，或干脆不吃。

3、吃饭前要洗手，生吃的水果、蔬菜要洗净。

4、吃饭要细嚼慢咽，不能狼吞虎咽，暴饮暴食。

5、吃饭时不要看电视、看书，也不要与别人聊天。

6、剧烈运动后不要马上吃饭，应先休息一下，喝点水，然后



再吃饭。吃饭后可以散步，做些轻微活动，不要马上进行大
运动量的运动。

7、不喝生水，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

8、不要常吃甜食、零食。

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赞。安全知识时时记，注意安全处处
提。愿同学们乘上安全之舟，扬起生命之帆，安全、健康、
愉快的度过整个假期!

暑期安全工作汇报 安全第一小学生暑期安全教育班
会篇二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3月25日，是第xx个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今年的主
题为 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养 。

1、注意交通安全。按时放学回家，不在外逗留。小学生不要
骑车上学。

2、注意饮食安全。不在校门外的流动摊点购买无牌、无证、
无保质期的食品，以防中毒。

3、注意在教室里的安全。上下楼梯要轻声、慢步、靠右行，
不能在楼梯、楼道上追逐打闹;进校后不要外出，有事必须请
假。

4、注意活动安全。课间严禁追逐打闹，以免受伤;同学间遇
到矛盾，一定要冷静理智，不要动手动脚。

5、注意外出安全、交友安全。学会自护自救，掌握基本的防



护知识和逃生本领，记住家长、老师的电话号码和急救电话，
要远离网吧或营业性娱乐场所，不和社会上怪异的陌生人交
往。

安全重于泰山，重在自我保护，同学们要学习安全知识、增
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能力。安全自护，从我做起，从小做
起。

暑期安全工作汇报 安全第一小学生暑期安全教育班
会篇三

今年3月30日，是第二十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主题
是“普及安全知识，确保生命安全”。根据上级要求，为进
一步推进我校创建“平安学校”活动，组织开展好全国“安
全教育日”主题教育活动。

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学生在参与活动
的过程中，树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护自救能
力，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学校各项安全工作，进一步增
强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强
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养”。

一、加强领导，牢固树立学校安全工作“预防在前，教育先
行”意识，切实加强安全教育日(周)活动的组织领导，努力
将活动落到实处。

二、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通过安全防范训练和安全教育
系列活动，不断提高师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组织开展好“六个一”活动

1.举行一次启动仪式。3月30日，全校组织举行学校安全教育
周活动启动仪式。校园通过板报、张贴标语营造良好的宣传
教育氛围。倡议学生家长配合学校共同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工



作。

2、举行一次安全教育专题报告。重点加强上下学交通安全、
预防溺水、饮食卫生安全、消防安全、应对自然灾害、防范
校园伤害等知识的教育，真正做到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避险能力。

3、出一期安全教育专栏。各班办一期以“普及安全知识，提
高避险能力”为主题(学习宣传安全知识)的黑板报，学校将
组织检查评比。

4、举办一次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各班级召开“珍爱生命、安
全第一”的安全知识教育主题班会。

5、布置一份安全隐患排查作业。各年级组织学生开展“学校
安全隐患我发现，家庭安全隐患我排查”活动，要给学生布
置一份安全隐患排查方面的作业，通过这一活动使学生认识
到安全工作与自身息息相关，把安全意识融入到学生思想行
动之中，做到安全工作预防在先。

6、组织开展一次以“普及安全知识，确保生命安全”为主题
的应急疏散演练。要做好演练方案，演练前对学生进行安全
教育，做好演练的组织管理工作，确保演练活动安全、有效。
要通过演练使每一名学生都熟记疏散路线，在遇到紧急情况
时能够安全、快速撤离。绘制家庭疏散图。

三、学校结合“安全教育日(周)”活动，加强自查自纠，再
次对学校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预防校园安全事故，做到有
检查、有记录、有落实整改的措施。

四、活动成效显著

通过开展第二十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活动，我校广大
师生的安全教育观念和安全意识大大增强，进一步促进了学



校的安全工作管理，全校师生在校领导的带领下，积极创建
平安校园，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暑期安全工作汇报 安全第一小学生暑期安全教育班
会篇四

近年来，各地中小学生在校园内外受到意外伤害的事件不断
发生。由团中央、教育部、公安部、全国少工委主办的“中
国少年儿童平安行动”活动组委在北京、上海、广东、陕西
等10个省市进行的关于中小学生安全问题的调查显示，家长
担心孩子受到伤害的地方依次为：学校占51.44%，公共场所
占36.32%，自然环境占10.44%，家里占1.8%。

这一调查表明，学校竟成为家长们最担心孩子受到伤害的地
方——中学生的安全知识教育、自我保护教育已经到了刻不
容缓的地步。校园安全涉及到青少年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安全
隐患有20多种：食物中毒、体育运动损伤、网络交友安全、
交通事故、火灾火险、溺水、毒物危害等。

其中交通安全问题以及食物中毒是危害青少年安全的两大杀
手;同时随着网络广泛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为人们提
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也为人们创造了精彩的娱乐时空。

网络已成为青少年学习知识、交流思想、休闲娱乐的重要平
台。但与此同时它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如网络的开放性、
其隐蔽性、无约束性和虚拟性，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道
德成长环境已构成了挑战。

比如(1)网上交友已成为青少年交往的重要形式，在此网络的
交友安全问题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2)在网络环境下，部分学生的人格冲突十分明显，在现实生
活中是好学生，在网络社会中可能扮演“光明破坏神”的角
色。



(3)网络价值观念模糊。道德品质在网络世界中受到严峻挑战。
一部分学生认为，在网络这样的场所进行欺骗是很正常的事
情。

(4)网络言行随意放纵。学生们在网上交流常使用污言秽语，
特别是在一些聊天室和论坛中，经常可以看见互相谩骂和人
身攻击的字眼。

此外还有毒物侵害、以及性侵害等都是对青少年造成伤害的
重大安全隐患。

据了解，我国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20xx年，
中小学生因安全事故、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死亡的，平
均每天有40多人，也就是说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消失”。
特别是多起集体安全事故在国内的发生，不仅给家庭造成了
无法弥补的伤害，也为学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无法回
避的难题。

有专家指出，通过安全教育，提高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80%的意外伤害将可以避免。孩子本来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相对而言他们在学校停留的时间
长，如果学校不重视加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护意
识，同时对安全隐患熟视无睹，加上管理工作漏洞多，势必
会造成安全问题。

为了扫除校园安全隐患，目前，教育部已将安全教育列入全
国各级学校工作重点，并明确提出：要把安全教育纳入学校
正常的教育教学内容之中，全面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安全教育，树立安全意识，培养学生
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不仅是学校安全
工作的需要，也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基本要求。

广大青少年能否安全健康地成长，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
益，关系社会的稳定，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前途。因



此，加强学校的安全教育和防范措施，加强德育教育，是青
少年获得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学校教育工作中的
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因此认真做好学校的安全教育和防范
工作，要将工作做深、做细，切实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
好的环境。

暑期安全工作汇报 安全第一小学生暑期安全教育班
会篇五

二、活动范围：全校各班级

三、活动时间：期末及暑期

1.一次安全隐患排查。班主任组织本班学生进行一次班级安
全隐患的自查、自纠;保卫科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全校园安全隐
患排查。

2.一次毕业班学生安全教育。针对毕业班学生临考心理压力
大，偶有破坏公物和心理障碍等现象，活动期间班主任要教
育学生爱护公物是一种美德，对于个别存在心理问题或出现
心理障碍的学生要进行认真、耐心、科学的心理辅导。

3.一次安全主题班队会。活动期间各班主任要利用班会课时
间，结合季节特点对学生进行专项安全教育，特别是防溺水、
课间活动安全、交通安全等方面教育。

4.进一步扩大安全宣传教育。利用学校led屏滚动播出安全教
育宣传标语。充分利用家庭和社会资源，活动期间通过“校
讯通”和“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加强对学生的防暴力、
防侵害、防溺水、防交通、防火灾等安全防范知识的教育。

5.进一步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期间班主任要再次教育学
生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和天桥，不翻越安全
护栏和隔离墩，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在马路上游玩嬉



戏，同时要文明乘车，特别是上下车时，要排好队伍，做到
先下后上。

6.进一步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期间班主任要再次教育
学生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
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未成年学生
不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学生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
目施救，要智慧救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7.进一步加强门卫、保安管理。活动期间，保卫科组织门卫、
保安对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一次再学习、再教育。严格执
行校外人员进校登记验证制度，严格控制外来人员无故进入
校园。

8.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各部门负责人、各班主任和各
专用教室负责人，根据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制，做好消防安全
工作。

五、活动要求

1.请各处室、年段、班级认真组织实施，加强活动领导，确
保此次宣传教育活动切实落到实处。

2.请全体教师进一步落实校园各种安全工作责任制，确实做
好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