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禁毒教育班会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
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五年级禁毒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学生能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在公路上跑闹、玩耍。横穿
公路懂得走斑马线，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原则。学
生能够做到不在马路上骑自行车，遵守公共秩序，排队等车，
车未停稳不得靠近车辆，上下车时不拥挤。而且做到文明乘
车，乘车时要系好安全带或抓牢扶手。不坐破旧车辆。

学生懂得并做到不去河边、水库、池塘、水井等危险地方玩
耍，若水面结冰，他们能做到不去玩耍。

学生能够家长指导下使用家用电器。不乱动、乱接电线、灯
头、插座等。不在标有“高压危险”地方玩耍。

假期中学生做到不玩火，没携带火种，发现火情能及时报告
大人或报警（119）、小心、安全使用煤气、液化气灶具等。
燃放烟花 爆竹时能注意安全。

学生自觉养成了良好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勤洗手，防止
传染病发生。购买有包装食品时，知道看清商标、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三无”食品、过期食品不购买食用。生吃瓜果
能注意洗干净后才食用，不吃腐烂、变质瓜果。

本班学生能做到不轻信陌生人，陌生人敲门不开。观看比赛、
演出或电影时，排队入场，对号入座，做文明观众。比赛或
演出结束时，等大多数人走后再随队而出，不在退场高峰时
向外拥挤。睡觉前能检查煤气阀门是否关好，有效防止煤气



中毒。

总之，开学了，看到本班孩子一个个安然无恙地全部返回学
校，心里感觉一下踏实了许多，希望每年每月每日孩子们都
能这样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五年级禁毒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增强学生的冬季安全防范意识，保障自己健康成长，营造安
全、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教学过程：

一、主题导入：

随着冬季的到来，天气寒冷，安全事故隐患随之增多。这一
节课我们举行一次冬季安全教育主题班队会，让大家对怎样
注意冬季安全佑个了解。

二|交通安全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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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儿



童不准骑自行车上街。

3、不乘坐“三无”车辆。

三、防溺水、防滑冰。

1、防滑:由于长时间强降雪，地面积雪较厚，在经过踩压后
就形成了一层光面，在气温稍高冰面开始融化时,尽量减少外
出频率，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如确需外出，要穿防滑鞋
或在脚上绑根旧布条,手上不宜拿伞、棍等细长物品。

2、防冻：外出时穿戴好保暖衣帽。耳、鼻、手不宜长时间暴
露在外。

3、防病：活动出汗后立刻到室内用干毛巾擦干汗水脱掉已湿
衣服，换上干爽衣服，条件允许时可先洗个热水澡。每天保
持室内通风半小时防止感冒病毒滋生。

4、做到“四不”承诺，即不私自下水或滑冰;不擅自与同学
结伴滑冰或打捞水中物品;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到秦渠边
游玩;不到危险地域、沟渠滑冰游玩。

四、预防冬季火灾

(1)任何同学不准携带火柴火机等火种进学校。

(2)不得带_等进校园，在校外，走亲访友时也要小心，远离
这些危险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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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法
离开火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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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严禁在森里等地玩火。

(7)、人离开住处时，要将充电器、电脑等电源切。

(8)、做饭时，人补能离开，以免干锅引起火灾，出门时要关
掉燃气阀。

五、防煤气中毒

1、煤气中毒的季节和原因

(1)每年的冬天,人们烤火或用热水器洗澡的时稍不注意,就会
发生煤气中毒的现象。

(2)因为天气的问题，关闭所有窗户，导致空气不流通引发煤
气中毒。

(3)由于用户的忽略，导致煤气瓶的阀门没有关闭，从而引发
煤气中毒。

2、煤气中毒的过程

3、煤气的症状

一氧化碳气体能与人体红血球中血红蛋白结合，使血红蛋白
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而是人发生中毒。中毒前期出现的症状
是：头昏头痛，眼花心慌，恶心呕吐，紧接着上述症状加剧，
眩晕昏睡，脉搏细快而弱，血压下降。最后常常因为严重缺
氧而窒息死亡。

4.急救的方法



如果发现煤气中毒的患者，首先应该立即打开门窗，将患者
移到空气新鲜通风透气的地方,紧接着通知医院派车和医生前
来抢救。

六、防人身侵害教育。(防暴力)冬季白天时间短，要按时回
家，不与陌生人接触;不携带、使用管制_，积极举报携带、
使用管制_的行为;不做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事情，不做有危
险的游戏。

七、禁放_，没有大人的陪伴不准私自燃放_ 。

八、防踩踏事故。

节假日不要到人群密集拥挤的地方去。

3.当发现自己前面有人突然摔倒了，马上要停下脚步，同时
大声呼救，告知后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 4.若被推倒，要设
法靠近墙壁。面向墙壁，身体蜷成球状，双手在颈后紧扣，
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九、锁好门窗，看管好个人物品，不给陌生人开门，提高防
盗意识。

十、防食物中毒

1、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湿、擦、搓、捧、干”，人人饭前便后不忘做，病菌不入
口。

2、路边饮食、零食拒入口，疾病远离我。

3、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不吃隔餐食品、牛奶。

4、购买眼睛、鳞片明亮有光泽、肉质有弹性、无腥臭味的



鱼;呈粉红色具弹性的肉;绝不买头、脚部以及尾扇部变黑、
头部快脱落的虾。

5、防交叉污染：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贮放;烹调时，
生、熟食分开处理，保持餐具与食器清洁。

6、禽畜类食物先除去内脏、清洗，并依每餐份量个别包装存
放冰箱;蔬菜去污、除烂叶，不以一般报纸(可用白报纸)包裹
置冰箱内，防油墨食入体内有碍健康。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
食品卫生习惯。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不购买“三无食品”。就
是没有商标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有
厂址的食品不能买。天气炎热，微生物繁殖迅速，食品容易_
变质，一旦不注意易发生食品中毒，故烹调及保存食物时应
特别注意卫生，尤其是厨房环境设施卫生、个人卫生及食品
原材料调理都要注意。

2、除了服药预防外，食疗也是方便可行的选择。一根白萝卜、
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
就能够达到增强呼吸道防护能力的作用。

发生身体不适怎么办?

1、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2、饮水。立即喝下大量洁净水，稀释_。

3、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能将胃里的食物吐出。

4、用塑料袋留好呕吐物或粪便，送医院检查，以便于诊断。

十一、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些什么?你决心以后怎样做?



希望同学们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并
且相互提醒，积极向我们的同学、家长宣传安全知识。自己
健康成长、家人幸福快乐，安全是前提。

最后，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快乐!

五年级禁毒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增强学生的冬季安全防范意识，保障自己健康成长，营造安
全、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教学过程：

一、主题导入：

随着冬季的到来，天气寒冷，安全事故隐患随之增多。这一
节课我们举行一次冬季安全教育主题班队会，让大家对怎样
注意冬季安全佑个了解。

二|交通安全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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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儿



童不准骑自行车上街。

3、不乘坐“三无”车辆。

三、防溺水、防滑冰。

1、防滑:由于长时间强降雪，地面积雪较厚，在经过踩压后
就形成了一层光面，在气温稍高冰面开始融化时,尽量减少外
出频率，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如确需外出，要穿防滑鞋
或在脚上绑根旧布条,手上不宜拿伞、棍等细长物品。

2、防冻：外出时穿戴好保暖衣帽。耳、鼻、手不宜长时间暴
露在外。

3、防病：活动出汗后立刻到室内用干毛巾擦干汗水脱掉已湿
衣服，换上干爽衣服，条件允许时可先洗个热水澡。每天保
持室内通风半小时防止感冒病毒滋生。

4、做到“四不”承诺，即不私自下水或滑冰;不擅自与同学
结伴滑冰或打捞水中物品;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到秦渠边
游玩;不到危险地域、沟渠滑冰游玩。

四、预防冬季火灾

(1)任何同学不准携带火柴火机等火种进学校。

(2)不得带_等进校园，在校外，走亲访友时也要小心，远离
这些危险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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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法
离开火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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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严禁在森里等地玩火。

(7)、人离开住处时，要将充电器、电脑等电源切。

(8)、做饭时，人补能离开，以免干锅引起火灾，出门时要关
掉燃气阀。

五、防煤气中毒

1、煤气中毒的季节和原因

(1)每年的冬天,人们烤火或用热水器洗澡的时稍不注意,就会
发生煤气中毒的现象。

(2)因为天气的问题，关闭所有窗户，导致空气不流通引发煤
气中毒。

(3)由于用户的忽略，导致煤气瓶的阀门没有关闭，从而引发
煤气中毒。

2、煤气中毒的过程

3、煤气的症状

一氧化碳气体能与人体红血球中血红蛋白结合，使血红蛋白
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而是人发生中毒。中毒前期出现的症状
是：头昏头痛，眼花心慌，恶心呕吐，紧接着上述症状加剧，
眩晕昏睡，脉搏细快而弱，血压下降。最后常常因为严重缺
氧而窒息死亡。

4.急救的方法



如果发现煤气中毒的患者，首先应该立即打开门窗，将患者
移到空气新鲜通风透气的地方,紧接着通知医院派车和医生前
来抢救。

六、防人身侵害教育。(防暴力)冬季白天时间短，要按时回
家，不与陌生人接触;不携带、使用管制_，积极举报携带、
使用管制_的行为;不做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事情，不做有危
险的游戏。

七、禁放_，没有大人的陪伴不准私自燃放_ 。

八、防踩踏事故。

节假日不要到人群密集拥挤的地方去。

3.当发现自己前面有人突然摔倒了，马上要停下脚步，同时
大声呼救，告知后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 4.若被推倒，要设
法靠近墙壁。面向墙壁，身体蜷成球状，双手在颈后紧扣，
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九、锁好门窗，看管好个人物品，不给陌生人开门，提高防
盗意识。

十、防食物中毒

1、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湿、擦、搓、捧、干”，人人饭前便后不忘做，病菌不入
口。

2、路边饮食、零食拒入口，疾病远离我。

3、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不吃隔餐食品、牛奶。

4、购买眼睛、鳞片明亮有光泽、肉质有弹性、无腥臭味的



鱼;呈粉红色具弹性的肉;绝不买头、脚部以及尾扇部变黑、
头部快脱落的虾。

5、防交叉污染：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贮放;烹调时，
生、熟食分开处理，保持餐具与食器清洁。

6、禽畜类食物先除去内脏、清洗，并依每餐份量个别包装存
放冰箱;蔬菜去污、除烂叶，不以一般报纸(可用白报纸)包裹
置冰箱内，防油墨食入体内有碍健康。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
食品卫生习惯。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不购买“三无食品”。就
是没有商标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有
厂址的食品不能买。天气炎热，微生物繁殖迅速，食品容易_
变质，一旦不注意易发生食品中毒，故烹调及保存食物时应
特别注意卫生，尤其是厨房环境设施卫生、个人卫生及食品
原材料调理都要注意。

2、除了服药预防外，食疗也是方便可行的选择。一根白萝卜、
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
就能够达到增强呼吸道防护能力的作用。

发生身体不适怎么办?

1、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2、饮水。立即喝下大量洁净水，稀释_。

3、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能将胃里的食物吐出。

4、用塑料袋留好呕吐物或粪便，送医院检查，以便于诊断。

十一、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些什么?你决心以后怎样做?



希望同学们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并
且相互提醒，积极向我们的同学、家长宣传安全知识。自己
健康成长、家人幸福快乐，安全是前提。

最后，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快乐!

五年级禁毒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从小来把消防学，一生受益保平安

1。通过本次活动，使学生了解一些常见的防火知识。

2。通过活动使学生认识几种不同的灭火方法，了解基本的自
救知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日常生活防火的自觉性。

燃烧时可燃物与氧化剂作用发生的剧烈的发光放热的化学反
应，通常伴有火焰、发光和发烟的现象。

1。可燃物 2。助燃物 3。着火源

1。控制可燃物 2。隔绝助燃物 3。消除着火源 4。防止火势
蔓延

1。冷却法 2。窒息法 3。隔离法 4。化学抑制法

家中常见的火灾原因：1。乱接电源；2。乱扔烟头；3。躺在
床上吸烟；4。在蚊帐内点蜡烛看书5。焚烧杂物；6。存放易
燃易爆物品；7。使用电炉等电热设备；8。擅自使用酒精炉
等可能引发火灾的器具；9。人走灯不关。10。台灯靠近枕头
和被褥。

1。左手托住灭火器底部，右手拿住压把，拿出灭火器；

2。奔赴火灾现场；



3。拔掉安全销；

4。左手握灭火器喷头并对准火焰底部，右手按下压把喷射。

1．正确判断风向、站在顺风位置喷射；

2。如果火势较大，应组织多人扑救 ；

3。火被扑灭后，仍要提高警惕，防止死灰复燃，直到确信不
会再燃烧才能离开。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1。报警早、损失少 ；

2。边报警、边扑救；

3。先控制、后救火；

4。先救人、后救物；

5。防中毒、防窒息；

6。听指挥、莫惊慌 。

1。保持镇静。

2。呼唤附近的同事援助。

3。报警；通知消防中心119，报警时要讲清详细地址、起火
部位、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及电话号码，并派
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

4。关闭火场附近的电器总闸。



5。正确使用灭火器灭火。

6。要指示出方向，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和自己逃生，千万不可
乘坐电梯。

1。要镇静，采取措施自救

2。或初起时要报警，设法疏散物资

3。离开房间时带上一条湿毛巾，开门时先开一条小缝观察，
离开后要关门

4。过浓烟区要弯腰或爬行前进

8。自制救生绳索，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跳楼

大火扑来，脱离火境是上策。但是，首先需要的是镇静。要
明确自己所在的楼层，观察分析周围的火情。明确楼梯和楼
门的'位置和走向。千万不要盲目开窗开门，不要盲目乱跑、
跳楼。

在冲过着火地带过程中，如果火势尚不太猛，可以穿上浸湿
的不易燃烧的衣服或裹上浸湿的毯子，地面上如有火焰，可
以穿上雨鞋。要迅速果断，不要吸气，以免被浓烟薰呛窒息，
有条件的可以用毛巾捂住口鼻。如果楼梯已被隔断，可以用
绳索系在窗棂或其它固定物上，顺绳慢慢下滑，要浸湿绳子，
选择没有火的方向，防止在下滑的过程中绳子被烧断。如建
筑物上有铸铁水管的，也可以沿着水管下楼，但要注意下面
的铸铁管道是否已被火焰烘烤，以免因管道烫手而坠楼身亡。

学生签名

班主任签名：



五年级禁毒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1、通过本次主题班会，学习和掌握一些安全常识，增强学生
安全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2、使学生树立自护、自救观念，形成自护、自救的意识，使
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活动过程：

一、用亲情激发学生“我要安全”的意识。

二、让学生了解安全知识。

1、用电安全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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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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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要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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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通安全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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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3)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4)冬季有霜冻，路面较滑，有时还有大雪、大雾天气。行走
要当心，骑车上学要结伴而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严禁乘
坐无牌无证等不符合规定的车辆。遇到温差大的天气，要及
时适时增减衣服、穿好棉鞋棉袜，戴好手套，防止冻坏身体、
冻伤手脚，防止学生感冒。

四、总结：

总之，生活中处处有危险，时时有祸患，只有靠我们谨小慎
微，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安全，讲究科学，警钟长鸣，
掌握自救、自护的知识，锻炼自己自护自救的能力，机智勇
敢的处理遇到的各种异常的情况或危险，就能保证我们平安
健康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