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生平安校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
总结 小学生校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实

用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
和方向。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学生平安校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总结篇一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做好学生的安全工作，责任重大！
有位教授说：教师是安全之魂，学生是安全之本，班级是安
全之实，活动是事故之源。在学校安全教育学习模块中，听
了几位教授和专家的讲座后，收益很大。对安全方面的知识
有了较大的提升，增强了对安全的防范意识。确实感到了做
好安全工作责任的重大。

通过这次的学习,使我自己的安全认识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再
次认识到学校安全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确保学生安全保
护教育工作中，我觉得更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要高度重视学校安全工作，事关千家万户，责任重于
泰山。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首先要为学生提供安全的生
存空间，建立安全有序的生活、学习环境。确保学生健康、
幸福成长，既是没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家
长们的愿望。作为教师的我，在以后的把安全工作真正落到
实处。



立起安全意识，重视安全教育，并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学校
的各项制度，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学生安全工作的开展
建立良好基础。

教师是学生安全的责任人，要努力增强安全责任感：首先要
认真学习一些法律法规，增强依法施教的意识，自觉杜绝体
罚学生、辱骂学生等侵权行为。其次，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
项安全制度的学习，认知学校事故出现的类型，结合以前发
生的安全事故分析发生的原因，掌握意外事故的防范对策和
应急措施，保证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且全方位地实施安全保护。第三，要明确教师的安全职责，
对发现的不安全因素或者安全事故，要及时处理或及时上报。
另外，了解安全事故的范围，做好预防和处理。作为学校教
师的一员，平时要对学校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方面了如指掌，
并做好预防措施，通过会议、墙报和座谈等方式及时和反复
向学生宣传，教会学生对已经发生的事故进行正确的处理，
避免事态的扩大，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事故。

总之，只要我们每一位教师关心学校的安全工作，留心每一
处安全隐患并采取防范措施，做一个安全教育工作的有心人，
学生就能健康地成长，学校、社会、家庭就能和谐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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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
有较高的安全意识。甚至可能你还会否认它的重要性，因为
虽然你已造成了许多次疏忽，而灾难刚好与你擦肩而过。因
此，你就庆幸自己的幸运，甚至会得意忘形地说：“我是个
幸运者，灾难和不幸都对我敬而远之。”但是，在你高兴之
时，你是否注意到：在我们周围经常有许多人因为自己的疏
忽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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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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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安全与我们每个师生密切相关。它关系到同学们能否健
康地成长，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业：它关系到老师们能否在一
个宁静、安全的环境中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和造就各种人
才。做好校园安全工作，是我们做好学校各项工作的基础和
前提，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之一，必须长抓不懈，落到实
处。为进一步做好我校的安全教育工作，现提出以下几点要
求：

一、提高个人思想素质。

团结同学，与同学和睦相处，善于化解同学之间的矛盾。严
禁打架、骂人。打架往往是从骂人开始的，而有些同学骂人
已成中头蝉，极不文明，我认为，骂人和打架一样，是一个
人智力极度低下的表现。不因小事和同学争吵，不打架斗殴，
不在校园内外发生暴-力行为，争做文明小学生。

二、关注课间安全。

请同学们在课间不做剧烈的活动，避免发生各种伤害事故;上
下楼梯右边走，做到“右行礼让”；不追逐嬉戏，不打闹，
不攀高，不拥挤，不抢道；不在教学楼内打球、踢球。

三、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秩序。

上学、放学要做到文明行路，不骑摩托车，不骑自行车带人；
不乘坐农用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超载车辆；不得设
置路障，两人成排，三人成行，靠公路右行。

四、讲究饮食卫生，养成良好习惯。拒绝三无食品，不吃零
食，不喝生水，不偏食，不暴饮暴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
皮纸屑。

五、强化“防火灾、防触电、防侵害”意识。



不吸烟、不玩火，不焚烧废弃物;不随意触摸各种电器;不接
受陌生人接送与来访。

六、学会自护自救，提高防御能力。

学会简易的防护自救方法，遇到偶发事件要冷静对待;敢于批
评、指正一切违反安全要求的行为和现象，做维护校园安全
的主人。

七、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注意公共场所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把珍贵物品放在教室，
上学放学不要独行，要走大路，最好由家长接送，或者和同
学们结伴而行。如果遇到坏人坏事要冷静、机智，要敢于见
义勇为又要量力而行，要及时敢于拨打110报案。

八、认真学习，珍惜时光。

远离网吧，远离游戏厅，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看不
健康的书籍，不同社会闲杂人员交往。

老师们、同学们，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上帝是用模型来造
人的，他在塑造了我们之后，就把那个模型捣碎了。"在这个
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哪一个人不愿笑语常在，
哪一个家庭不愿幸福美满?安全如同一根七彩的丝线把我们这
一个个美好的愿望连接起来，构成一个稳定、祥和、五彩缤
纷的美好世界。

全”的浓厚氛围。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增强
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常鸣，永记心间。

国之古语：人命大于天!虽简单几个字，却道出了各行各业不
可忽视的安全问题。阅古览今：从大的方面来说，国之盛状
是"国泰民安"，人民是"安居乐业";从小的方面来说，家人外



出，也是"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可见安全是
人之根本，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在培养祖国栋梁的校园，"
安全"更似警钟长鸣，不能有丝毫松懈之处。作为教师，只有
抓好安全教育工作，才能让学生安心学习，茁壮成长。自参
加工作十年来，我对安全教育有如下几点小小的体会。

一、校园的安全教育与教学质量必须双管齐下。

正如"安居乐业"一词中的"安居"与"乐业"是相辅相成的一样，
若不"乐业"，能"安居"吗?同理，一个学校，学生以"学习"为
主，学习是学生的 "业";教师以"教学"为主，教学是教师的"
业"。抓好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激发学生对
各种知识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觉地、自主地学习。让学生
养成爱看书，爱查阅资料，爱追踪讨论、探究自己感兴趣的
问题。但须注意，中国是历经长久的科举考试，以及前期的
应试教育，令许多人走入了"死读书，读死书"的胡同中。教
师在抓教学质量时也会走入一天到晚都是作业的魔鬼似训练，
虽然让教室里的孩子们变乖了，不到处惹事了，但低视力的、
低能力的学生却是一大-片。这是教育中的糟粕现象，我们应
该抛弃。古人常提"棋、琴、诗、画"，"文能治国，武能安
邦"，"文韬武略"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的"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无不说明了教育的多方面发展。因此，提
高教学质量是教师在各科教学方面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激发
兴趣。学生只有爱学习————-乐业，才会杜绝在校打架斗
殴，无所事事的不良现象。才会让校园真正平安。

二、必须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

我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习惯成自然。"良好的行为
习惯铸就人的性格，显示人的魅力，体现人的修养。良好的
行为习惯让人受益终身。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孩子们良好
习惯的养成关系着祖国未来的社会风气。因此，作为教育工
作者的我们，在培养学生行为习惯方面应该赏罚分明，公平
公正地对待，才能让孩子们"知荣辱，辨是非"，只有爱憎分



明，才能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三、普法教育迫在眉睫。

面对是非观念弱，荣辱感不强的小学生，特别是高年级的孩
子，身体的成长让他们对许多事产生好奇感。在农村，由于
一些家长的乱开玩笑的语句，更让孩子们带进了校园，不加
辨别地说和做。给其他同学带来伤害。我觉得，学校应该定
期开展法制教育，让孩子们明白"肖像权"、"名誉权"等，加
强法律意识，安定校园环境。

四、亟待整顿的家长教育。

目前，在很多的家庭中，一是独苗苗成了公婆的手上明珠，
父母的心中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溺爱现象随处可见，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更谈不上严格。二是父母天天沉溺于麻将
馆，地主桌，对孩子的教育放任自流。孩子放学要么守在喧
闹的麻将桌旁，两眼发困不能回家，还挨赌输了的父母的气;
要么钻进网吧，也昏天黑地玩游戏，看图像;要么独守"空"房，
饱一顿，饥一顿;要么三五成群，从这个山坡，浪荡到那个街
角，打架斗殴没话说。三是留守儿童，公婆管其生活，却不
能引导心灵的成长。孩子对公婆的逆反心重，不听公婆絮絮
叨叨念陈旧的教育。特别是放任自流性的家长，学生在学校
闹-事，教师请家长，家长"忙"，总请不来;教师家访，家中
大门紧闭。学校与家庭这一教育环节严重脱钩，加大学生良
好行为习惯养成的难度。故，家长理应接受"培养孩子"的教
育。

五、师德是教师的灵魂。

"润物细无声"是教师教育学生的写照。我们常记"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没有身正何谓范?一位教师，哪怕学富五车，没
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修养)，是不会得到学生的尊重，何谈敬
仰?作为教师，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修养)，潜移默化中，学



生也会养成不良的行为习惯，还会引以为荣，减弱学生的正
义感。

面对学生，教师要"肚里能撑船"。宽容学生，公平公正对待
每位学生。当我们的孺子犯错时，我们应该弄清事情的原委，
给他讲清楚"错在什么地方"，并指明 "他应该怎样做"的方向。
只有学生认识到错误，才会心服口服地改正错误。切不可以
教师自身对学生的好恶来评价学生，一旦学生与教师处于对
立面，教育只有失败，更谈不上安全教育了。

校园的安全教育与教师、学生、家长、校园、家庭、社会都
息息相关。不可忽视安全教育，更应该从各个方面加强安全
教育，才能真正建立"平安、和谐"的校园。

学生平安校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总结篇二

一、安全的概念

二、树立"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观点

1、预防为主：

2、安全第一：

三、加强安全教育

所谓安全教育是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安全知识教育，
安全技能培训。

1、思想教育：

2、安全知识教育：

四、搞好安全教育的措施



学生平安校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总结篇三

3月12日，我校全体师生共同学习了五指山中学法制副校长杨
海的《校园安全应从你我做起》的专题讲座，感受较多。总
共有九条，条条关系我们的生命。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教
育和培养好青少年，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
大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础工程，是全党全社
会共同的社会责任。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培养教
育，为青少年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健康成长。一切为了孩子，给青少年营造一个和谐、平安的
学习氛围，也是我们学校一直所重视的，更是我们教师德育
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

“生命”，一个多么鲜活的词语；“安全”，一个多么古老
的话题；“幸福”一个多么美妙的境界。一人安全，全家幸
福；生命至上，安全为天；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生命只有
在安全中才能永葆活力，幸福只有在安全中才能永具魅力。
安全构筑了我们美好的家园，成为连接亲朋好友的纽带。通
过这项安全整治活动，我再一次深刻的休会到：在安全的问
题上，来不得半点麻痹和侥幸，在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必须
要防范在先、警惕在前，合于规律、慎于行动；必须要树立
高度的安全意识，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事事讲安全；
必须要筑起思想、行为和生命的安全长城。所以法制教育是
一个普法的过程。让学生了解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是针对他们
的陷阱，如何识别、自救、求助等。还要让他们明白有哪些
权利，如人格权、受教育权等等，如果这些权利受到侵害应
当采取何种方法、手段才能得到有效的救助，而不至于付出
更大的代价。总之，开展法制教育的主旨是培养学生民主、
法治的观念，让青少年认识到法律不是约束行为的锁链，而
是保障生活的要素，偏失的正义会得到法治力量的匡扶，弱
势群体也能得到法律阳光的普照，从而自然地产生对法律的
信仰，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些才是他们真正缺少的，



是他们从单纯的课堂教育中学不到的，更是法制教育的价值
所在。

法制教育不仅要向青少年宣传遵纪守法的重要意义，更重要
的是让他们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对自制行为的约束，更是捍
卫尊严、权利的有力武器。法制教育应传达这样一个信息：
法律就在身边，我们学习、生活的学校、家庭、社会有一个
强大的法律保护网，时时刻刻规范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调整着各种社会关系，只有自觉遵纪守法，才能健康顺
利的成长，并有一个良性发展。也许不少人会认为，安全只
是指身体的安全甚至是肢体的健壮和不受伤害；认为只要自
己的`肢体健全、行动自如那就叫安全。我认为，这决不是安
全的全部。即便是一个具有健全的体格的人，如果他的思想
道德水平低下、明辨是非能力不强，糊里糊涂攀兄弟、结姐
妹，既有拉帮结派之嫌，又有醉翁喝酒之意；如果他不明不
白逞英雄义气、惹事端，不但喜好随波逐流，而且希望出点
乱子；这表现出来的就是思想上的安全问题。无论是人身安
全还是思想安全，或是行为安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结果的残酷性。交通事故，游泳溺水事故、体育活动
意外伤害事故，课间游戏追逐打闹偶发事故，轻者可以伤及
体格，重者能够危及生命，它们造成的后果是残酷的。可是
思想道德的残缺、行为方式的越轨比体格不健全更可怕。臧
克家先生在《有的人》一诗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
死了。”我想，那些失去健康的精神追求、迷失正确的人生
方向、空有一架活着的躯体行尸走肉的人不就是思想残缺的
产物吗？这种“产物”充其量只能是没完没了地吸取消化父
母亲血汗的机器，只能成为社会发展长河中的废物，甚至成
为危害社会发展的危险物。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由亲情、道德、责任、义务等等所交织的
密切的关系当中。因此，个人就不仅只是个人。每一个人的
现在都与未来相连，每一个人的自身都与家庭相连，每一个
人的荣辱都与整体相连。为了个人的成长，为了家庭的幸福，
为了这荣辱相伴的整体，让我们共同筑起思想、行为和生命



的安全长城，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和谐、向上的法
制环境，做个好人。只有好人，一生才能平安；祝愿好人，
一生平平安安。

学生平安校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总结篇四

安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学校，老师们
强调得最多的是安全问题；在家里，家长们说得最多的也是
安全问题。在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要防范在先、警惕在
前，必须要警于思，合于规、慎于行；必须要树立高度的安
全意识，人人讲安全，时时讲安全，事事讲安全；必须要筑
起思想、行为和生命的安全长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
我们只有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才能体现出生命的价值，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

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拥有这样的防范意识呢？一支未熄灭
的烟头便让无数的生命结束了。其实人人都知道吸烟是有害
健康的，可为什么我国的“烟民”还是在不断的增多呢？有
多少人知道，“烟民”的增多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发生火
灾的频率又增多了。有的人只为争取那一点点的时间，便不
遵守交通规则，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又让多少年轻的生命死
于车祸；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让不计其数的富有朝气，活力
的生命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亲人，也永远的离开了这个美丽
的世界。

最近我们都在学习安全知识，通过学习，让我学到了更多的
安全知识，比如：在家用电时，应注意安全，家里没人时应
关闭所有电源；炒菜时，应注意用气安全，若起火，不能往
锅里倒水，应用锅盖盖住，防止火势蔓延；在过马路的时候，
应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在拨打报警电话时，应按
电话里的提示把问题说清楚，说具体，等等。在大学校园中，
最主要还是宿舍安全。宿舍最容易发生的事件便是过度用电
或者不适当用电导致的火灾发生。在火灾中：发生火灾后要
学会自救：在火势越来越大，不能立即扑灭，有人被围困的



危险情况下，应尽快设法脱险。如果门窗、通道、楼梯已被
烟火封住，确实没有可能向外冲时，可向头部、身上浇些冷
水或用湿毛巾、湿被单将头部包好，用湿棉被、湿毯子将身
体裹好，再冲出险区。如果浓烟太大，呛得透不过气来，可
用口罩或毛巾捂住口鼻，身体尽量贴近地面行进或者爬行，
穿过险区。当楼梯已被烧断，通道已被堵死，应保持镇静，
设法从别的安全地方转移。可按当时具体情况，采取以下几
种方法脱离险区。

一是可以从别的楼梯或室外消防梯走出险区。有些高层楼房
设有消防梯，人们应熟悉通向消防梯的通道，着火后可迅速
由消防梯的安全门下楼。

二是住在比较低的楼层可以利用结实的绳索（如果找不到绳
索，可将被褥里儿、床单或结实的窗帘布等物撕成条，拧好
成绳），拴在牢固的窗框或床架上，然后沿绳缓缓爬下。

三是如果被火困于二楼，可以先向楼外扔一些被褥作垫子，
然后攀着窗口或阳台往下跳。这样可以缩短距离，更好地保
证人身安全。如果被困于三楼以上，那就千万不要急于往下
跳，因距离大，容易造成伤亡。

四是可以转移到其他比较安全的房间、窗边或阳台上，耐心
等待消防人员。

其实，只要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多用一点心，做每件事都多想
想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样，这些事故的发生频率将会大
大降低，才能使我们的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安宁。

学生平安校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总结篇五

x月11日，保卫处联合化学化工学院在19号教学楼组织了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及消防演习。化工学院师生代表及保卫处120余
人参加了演习。



演习前，校保卫处请来市消防培训中心赵老师为化工学院师
生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要求师生们平时一定要保持良好
的消防安全习惯，按规范要求做实验，不使用劣质电器、违
禁电器，宿舍做到人走断电等，从根源上消除火灾隐患;当有
火灾发生时，应第一时间拨打保卫处报警电话或119火警电话
进行求救;面对火灾一定要冷静、镇定、不慌乱，采取正确的
自救、求救措施。随后，讲解了有关火灾现场的应急处置方
案，灭火器和消防栓的使用方法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

15时10分，演习正式开始，参加演习的100余名师生按照既定
方案投入演习。模拟19号教学楼二楼平台发现火情并施放烟
雾，现场保卫处人员迅速有序地疏散楼内人员。师生在疏散
组引导下，用毛巾捂住口鼻，从疏散楼梯撤到安全地带。保
卫处灭火应急小分队到现场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带领师生用
灭火器和消防栓进行灭火，大火最终被扑灭。整个演习指令
明确科学、行动迅速有序、人员配合顺畅，取得了圆满成功。

此次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消防演习，不仅使师生们提高了消
防安全意识，亲身体验了火灾现场的逃生、初期火灾的扑救，
也提高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应对突发火情的应急处置能力，
为我校消防安全增加了一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