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方案及总结
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方案(实用5

篇)
为了保障事情或工作顺利、圆满进行，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
定方案，方案是在案前得出的方法计划。方案的制定需要考
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风险的评估以及市场的需求
等，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成功实施。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
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方案及总结篇一

教学内容： 引导学习一些生命安全、交通安全、校园安全、
饮食安全等知识。

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学生了解生命之可贵，
珍惜生命， 注意安全，掌握一些安全知识，形成自护、自救
的意识，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的诱惑，
同学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安全意识，珍惜生命，注意安全，安
全重于一切，只有健康的身心，才能保障我们好好学习，将
来好好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一、交通安全

(一)导入：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树立交通安全意识,从
精神上远离交通安全隐患,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为了贯彻落
实公安部、教育部《关于加强中职学校交通安全工作的通知》



精神，继续进一步搞好我校的交通安全教育，减少交通违章，
杜绝交通事故。让学生了解交通活动中必备的安全知识，懂
得安全的重要，并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达给周围的人们。

(二)交通知识

1、道路、交通 

2、交通安全

3、交通法规 

4、道路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 

5、看图识标志

(三)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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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横过马路为什么要走人行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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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尤其要注意的是骑自行车的安全和
过马路的安全。

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方案及总结篇二

二、工作目标

针对活动主题，在全县组织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
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弘扬法治交通精神，在全社会树立
通行规则意识、安全自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文明礼让意
识，形成人人抵制交通违法、人人践行文明交通、全社会共
建共享文明交通环境的良好风尚。

三、工作措施

(一)健全协调机制，迅速部署工作措施。11月26日前，县文
明办、教委、司法、交委、安监、交巡警大队等“文明交通
行动计划”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应分别召开工作部署会，建立
健全协调机制，研究活动方案，督促工作落实，共同推进主
题活动。各部门之间做到“统一主题、部门协同、细化方案、
分工负责”，着力树立交通安全维护者、践行者、倡导者的
良好公共形象，确定活动思路，明确部门职责，部署活动安
排，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开展“严查七类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一是交巡警
大队要结合部交管局《关于开展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整治统一
行动的通知》(公交管〔20__〕392号)要求，加大执法查处力
度，并对辖区面包车、摩托车、客货运车、校车、危化品车
重点驾驶人普发一次宣传短信。二是要协调乡镇“安办”、
客货运企业安全主管部门，针对重点车型开展一次冬季交通
安全培训课，加强对重点车型驾驶员的安全技能培训。三是
要结合部局冬季交通安全重点工作视频会要求，做好“一点



一预警”、“一案一曝光”、“一月一提示”工作，要对辖
区易结冰、易团雾等重点路段、时段进行一次预警提示，收
集具有冬季典型交通安全事故案例进行曝光，减少辖区交通
事故发生。

(三)开展集中统一宣传活动。结合我县实际，由县交巡警大
队牵头联系文明办、教委、司法、交委、安监等部门，于12
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广场设立活动分会场开展“全国交通安
全日”系列宣传活动。各单位至少派1名工作人员参加展台咨
询，并分别组织3名文明交通志愿者参加交通违法劝导活
动(11月26日前报名单)。县交巡警大队负责准备活动当天所
需的展台、展板、挂图、传单等宣传资料和指导活动当日的
交通违法劝导活动。

(四)开展“志愿服务我参与”活动。县文明办应充分动员社
会各方面资源，动员全县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组织，结合
我县实际，开展志愿服务。12月2日与主题宣传活动相呼应，
在文化广场周边组织驾校学员、交通运输从业人员、事故受
害者家属、青年学生、离退休人员等不同人群，开展交通违
法劝导活动，大力宣传文明交通新风尚，倡导文明交通好习
惯。

(五)开展“文明交通我践行”活动。县文明办发动新闻媒体
开展“出行旅游礼貌乘车”主题宣传，强化游客乘客“讲究
秩序、文明礼让、遵守公德、维护安全”的意识，引导人们
养成文明、有序、礼让、关爱的良好旅游、乘车习惯。县教
委要会同交巡警大队，在中小学校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切实
送交通法规、安全知识进校园，推动“小手拉大手”活动，
让学生知危险、会避险，让家庭知法、懂法、守法，进一步
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交通水平。

(六)开展“安全行车我承诺”活动。县交委要督促运输企业、
驾驶培训机构以“遵守交通法规，拒绝七类违法”为主题，
开展新驾驶人、客货运驾驶人“安全行车我承诺”活动，签



署承诺书，抵制七类交通违法。督促客运企业认真落实道路
客运安全告知制度，向乘客普及安全驾驶及应急处置知识，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乘客监督作用，遏制和减少客
货运驾驶人酒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现象。

(七)开展“交通法规我知晓”活动。县司法局要将122“全国
交通安全日”活动纳入今年的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
当中，结合“法律六进”活动，广泛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并将交通安全法制宣传纳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等法治创建活动考核内容。

(八)集中展示文明交通先进典型，开展“违规企业大曝光”
活动。县安监局要利用各种形式，公布一批交通安全主体责
任不落实企业黑名单以及交通违法突出、交通事故频发的地
区和单位，公布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剖析原因、教训，
强化警示教育和曝光力度。

(九)集中优势力量，营造宣传氛围。一是县交巡警大队在12
月2日邀请县电视台等媒体对活动情况进行播报，负责印制交
通安全日主题活动宣传资料宣传资料，并在学校、社区、乡
镇、客运场站、执法窗口等宣教阵地广泛张贴，营造浓厚氛
围。二是利用官方微博、手机短信平台适时发布“抵制七类
违法安全文明出行”、“12月2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等字幕
及安全文明行车、交通安全预警提示、交通事故自救常识等。
三是要协调县电视台等宣传部门拍摄一批围绕“七类”违法
行为的影视资料，以新闻、专题片等形式在电视栏目中播放。

四、工作要求

(一)细化工作方案，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县公安、文明办、
教委、交委、司法局、安监局等“文明交通行动计划”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
相互配合做好122文化广场的主题宣传活动和各单位牵头组织
的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二)创新工作方式，强化宣传效果。县交巡警大队、文明办、
教委、交委、司法局、安监局等部门要敢于创新，强化全媒
体融合意识，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资源，形成内容资源
共享、媒体优势互补的局面。要利用市场化、项目化模式，
发动社会资源，利用社会力量，开展有效宣传。要用好典型
案例，曝光、谴责严重交通违法，在全社会形成人人抵制交
通违法、人人践行文明交通、全社会共建共享文明交通环境
的良好风尚。

(三)畅通联系渠道，及时上报情况。各相关单位应确定一名
活动联络人，于11月26日前将联络人姓名及联系方式报县文
明交通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各单位牵头组织的
相关活动情况(简要文字说明、图片等资料)也应及时上报。

报送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方案及总结篇三

1、识别简单的交通标志，知道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2、尝试用动作表现标志所表达的交通规则，体验游戏的快乐。

【活动准备】

各种玩具车辆;停车场;交通标志牌;多媒体;音乐等。

【活动过程】

一、认识简单的交通标志。



1、看多媒体。

小朋友，前几天我们到附近的马路上许多的交通标志，现在，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说一说这些是什么交通标志。

2、除了刚才看到的这些交通标志以外，你还知道有哪些交通
标志?(根据幼儿回答，教师逐一出示图片)

3、我这里还有几个交通标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认一认。

4、游戏：“看谁找的对”

教师说交通标志的名称，请一个幼儿把它找出来。如果幼儿
找对了，我们一起表扬他：“你真棒!”

二、情景表演。

交通标志很重要，它能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
全。行人和司机都要看好马路上的交通标志来走路和开车。
马路上真好有辆小汽车开来了，我们看看司机有没有看好马
路边的交通标志来开车的。

1、欣赏情景表演。

2、提问：警察叔叔为什么要给他开罚单?他违反了什么交通
规则?

3、小结：是啊，闯红灯真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严重的
交通事故还会危及人的性命。所以，司机在开车时一定要看
好马路边的交通标志，遵守交通规则。

4、那么，我们应该遵守哪些交通规则呢?(幼儿讨论后个别回
答)

5、小朋友们知道的交通规则真多。走路开车要靠右边;要看



好信号灯;不乱穿马路;过马路要走横道线;等等。总之，不管
是行人、司机、骑车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三、游戏：小司机。

1、今天，我们认识了很多的交通标志，知道了很多的交通规
则，如果你做小司机，能不能遵守交通规则?好，我们一起来
做小司机开车去游玩。

2、听音乐开汽车。(标志：调头、慢行、转弯、红绿灯、禁
止按喇叭等)

四、活动结束。

好，小司机们，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开车回家喽。

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方案及总结篇四

1、经过学习使学生明白什么是道路交通，理解遵守道路交通
意义和重要性，明确每个人都要牢固的树立安全意识；明白
一个人的安全每一天都是从零开始的。

2、经过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能以实际行动遵守交通规则，做安
全的小使者。

教学过程

（一）上学放学路上。

教师语：同学们你们每一天上学、放学都要走马路；都有要
经过“十字”路口和“三叉”路口，当你行进是都是否留心
和注意过往的车辆；是否用心观察地形呢？下头就这个问题
谈谈在日常生中应注意什么。



（二）在路上要注意的问题。

1、道路行驶要靠右行，都要配戴小黄帽，不能随心所欲忽左
忽右，走路要眼看前方，排纵队，不能互相并排行走，更不
能在路上追路、嬉戏。

2、不能追逐车辆或向车上投掷物品，如：石子、泥团、饮料
瓶等，不能随便搭乘过往的车辆。

3、回赤米坑小组的同学除了走公路外，还要沿河走2千米的
山路，山路内侧靠山、外侧沿河，路面宽约2.5米，偶尔有运
木头小型农用车、摩托车行使。所以家住赤米坑的林翠萍、
王丽君等同学要异常细心，除了用眼外还要用耳，弯道处要
先听再行，没有听到车声都要靠山边行走，雨天必须要派人
来学校接。

4、经过“十字”路口或“三叉”路口的同学，每次都要高度
的警惕必须要做到“四个环节”即：一停、二看、三想、四
经过。

5、带领全班同学到校门口的“十字”路口进行实地观察并演
练。

（三）乘车

教师语：同学们衣、食、住、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
的“东西”，那么这节课就“行”来谈谈。

1、我们节假日去城里买学习用品、购买衣物必须得由父母或
村上的“大人”陪同监护下，只能乘坐班车或专线车，不能
乘坐超载车。在车上如果坐在靠窗子的位置，千万不可将头
或手伸到窗外，异常是两车交会时更不将头伸至外观看。

2、乘车时上下车要让车子停稳后，才能上下车，心须要养成



先下后上的习惯，遇到老人或孕妇要主动让座。

3、如果乘坐家人的摩托车出行，不能超戴。必须要戴安全帽、
身子要往前倾、手要抓牢车架，并要随时提醒骑车人不能太
快，弯道时必须要减速慢行、多打喇叭、不能超车；骑车时
不能接听手机、更不能打手机，以免分散注意力造成不测。

4、严禁小学生骑自行车上路、绝对不准载人逛路。

5、如节假日进城上街要走人行道，横穿街道时必须要走斑马
线，并要左右观看待没车时快速经过。

（四）课堂议论。

1、让全体同学畅所欲言，发表自我的想法。

2、学生之间可互相补充，对照自我的不足，还存在什么安全
隐患。

3、谈谈你们耳闻目睹发生的交通事故，并引导学生明白细心
能行万年主船、生命靠自我终生呵护的道理。

（五）课堂发言及总结

1、由学生自由发言讲路上经历，让他们自我表述存有安隐患
的地方。

2、请同学们自我发言相互评议谁在要路上做的好，谁做的还
不够。

3、今后该怎样做。

学生水上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方案及总结篇五



教学目的：

1、通过对乘车知识的了解，提高学生的陆地交通安全意识。

2、通过对交通安全应急常识知识的学习，掌握一些基本的自
救方法，学会自救、互救，以及应对事故发生的应急措施。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各种各样的车辆已经越来越快地融入到我们的
生活之中，它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便捷的条件，节省了很
多时间。骑车、乘车也是一门学问，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
有关这方面的交通安全知识。

二、骑自行车应该遵守的规定

1、请有骑自行车经验的学生交流。

2、看书上的插图，判断对错。

3、教师小结：

(1)未满12岁的儿童不准在马路的慢行道上骑车。

(2)自行车的铃、闸齐全并有效。

(3)骑车时应靠右边慢行道行驶，人行道上不准骑自行车。

(4)不闯红灯，拐弯减速慢行;不准双手离把，不准追逐打闹。

三、乘汽车的安全

1、学生各自谈谈乘公共汽车、打的车、摩托车时的安全做法。



生：上下车要有秩序;上车后要抓牢、扶稳;乘车时头、手等
身体部位不能伸出车外;下车时要等车子完全停稳，不急于跳
车;要到站时，提前到车门旁边等候;不能和司机说话，不随
意在车内说话、打闹;不乘坐酒后驾驶司机的车辆。

生：下车后，如果想到马路对面去，不要在车前、车后突然
横穿马路，车子开走以后，看清有无车辆行驶，再穿行;乘坐
小型车时，要系好安全带;乘坐摩托车时，要戴好头盔等。

师：同学们概括的比较全面，现在自己再结合课本，看看课
本上还有什么补充。

(1)上车前先看清公共汽车是哪一路，因为公共汽车停靠站，
往往是几路公共汽车同一个站台，慌忙上车，容易乘错车。

(2)待车子停稳后再上车或下车，上车时将书包置于胸前，以
免书包被挤掉，或被车门轧住。

(3)上车后不要挤在车门边，往里边走，见空处站稳，并抓住
扶手，头、手、身体不能伸向窗外，否则容易发生伤害事故。

(4)乘车要尊老爱幼讲礼貌，见老弱病残及孕妇要主动让座，
教案《安全教育教案(全)》()。

(5)乘车时不要看书，否则会损害眼睛。

四、遇到交通事故时怎么办

1、观看相关的录象，学习正确及时的处理方式。

2、布置场景，让学生模拟练习交通事故中的自救与互救。

五、小结：

1、总结骑车、乘车是的交通规则。



2、遇到紧急事故不要慌张，运用所学到的自救和互救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