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月班会题目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发言稿
(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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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安全月班会题目篇一

同学们，本学期快要结束了，为了使同学们在暑假能安全度
假，特要求全体同学注意安全，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安全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据中国教育部提供的资料显示，20xx
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中小学生伤亡人数超过二万五千人，平
均每天有将近12名中小学生丧生在车轮之下，而在遭遇意外
伤害事故方面，全国平均每天有约有50名中小学生遭遇意外
伤害事故。其中溺水占到30%以上，位居第一。在其他安全事
故方面，每年大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
就有40多人。这是一组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啊!

我们的童年不应该被这些血淋淋的数字所充斥!我们在暑假里
要时时处处注意安全问题，严防各种事故的发生。并积极参
加各项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
孩子，在社会做个优秀的小公民。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必须提
高安全意识，学会自我保护。今天，我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安全是生命之水，文明是幸福之源!

下面，我要给大家提几点假期要求，希望大家不仅要记在脑
子里，更要落实在行动上。

第一方面：安全第一，防范意外。

1、防溺水事故：发生溺水事故是夏季在安全方面存在的最大



隐患，因为每年在这个季节里我们的周围都会发生许许多多
令人惨痛的事故和教训，并且这些教训往往是以生命的失去
而作为代价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孩子生命的失去往往就意
味着一个幸福家庭的破裂甚至毁灭。因此学校明确要求大家
不准私自或擅自到水渠边玩耍戏水。学校把这一条作为假期
里的一项行为规范和纪律要求。

2、要注意交通安全：要遵守交通规则，严守交通法规。过马
路走斑马线。不攀爬车辆，不乘坐无牌照的营运车，不准在
公路上嬉戏。

3、要注意饮食卫生安全：夏季是各种传染病易发的季节，希
望同学们做好各种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严防“病从口入”。注意饮食卫生，不吃腐烂变质的瓜果食
物，防止食物中毒。虽然在假期里需要合理补充营养，但也
要防止暴饮暴食，少吃零食，少吃冷饮。利用这个假期，好
好地调理自己的饮食，培养自己健康良好的饮食习惯。

4、其它安全注意事项：不要到施工场地、桥梁、公路上游玩，
捉迷藏，玩游戏。禁止进入废弃的空闲房屋内玩耍，逗留。
外出时应向家长交待去向以便于及时联系，未经家长同意不
要私自外出、外宿和远游。在任何时候都禁止携带火种、玩
火。不携带、玩弄易燃、易爆、易腐蚀的各种物品。不携带、
玩弄刀、枪、棍棒等危险物品。不要随便接触电源、电线，
不乱摆弄带电电器，远离高压电线和配电室。学习防汛、防
震、防台风、防电等防灾知识，增强防灾意识和能力。不准
攀爬电杆、树木、楼房栏杆、不翻越围墙、不上楼顶嬉闹;不
准进行不安全的戏闹，如抛石头、土粒、杂物，拿弹弓、木
棍、铁器、刀具等追逐戏打闹。

5、不准私自到学校嬉闹，不准弄坏公共财产。

第二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完成假期作业



1、牢记自己是一名学生(少先队员、共青团员)，时刻牢记
《中小学生守则》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为
学校(红领巾、团徽)增添新的荣誉。我们学校一直倡导，也
一直要求同学们“在家做个好孩子，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在
社会上做个好少年”，希望大家牢记老师的谆谆教导，走出
校门后，仍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放纵自己。

2、每天利用一定的时间温习功课，完成作业;

3、每周看一本有益的课外书;

4、每天写一篇日记(三年级以上);

5、每天至少帮家里做一件家务事;

6、多参加有益的活动，丰富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各方面的
能力。

同学们，生命只有一次，但愿平安伴你一生!最后希望同学们把
“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牢记在心，平平安安过暑假，快快
乐乐返校来!

安全月班会题目篇二

1、情感目标——提高安全意识，愿意自觉去学习溺水安全的
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知识目标——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知道每一个
学生(包括公民)都要提高安全意识。

3、能力目标——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
惯，提高对生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以讨论为主



初二(12)班关爱生命，预防溺水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陈亚钊：夏天来了，暑假快到了，游泳是大家喜爱的消暑解
热的活动。

朱宁：是啊!对同学们来说，游泳不但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
质，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

陈亚钊：众所周知游泳的场所有很多。除了室内室外游泳池，
还有迷人的海滨、河流和小溪。

朱宁：但是游泳必须要注意一定的安全。每年都有很多青少
年发生游泳溺水事故。一个个例子，一组组数据，实在让人
触目惊心。

一. 听一听

a: 4月15日，石台县中学1名高一学生与同学结伴擅自下河游
泳，泥水身亡。

b： 5月7日，山西省应县7名中小学生结伴到一水库玩，其中1
名小学生五年级女生在水库边洗手时，不小心踩空滑落水中，
其他同伴伸手去救落水学生，5名学生陆续坠入水中，溺水身
亡。

c：5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石塘高中4名学生外出游
玩，在返回途中遭遇洪水，溺水身亡。

d：5月29日，浙江省青田县侨乡实验学校1名初二学生到江游
泳，溺水身亡;30体，该县利民小学1名四年级学生在江边玩
耍，被潮水冲走身亡;同日，该县温溪镇一小1名三年级在附
近水库游泳，溺水身亡。

e：6月3日，郎溪县1名初一学生不听劝阻，私自下塘游泳，溺



水身亡。

f：6月12日，省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4名学生到合肥大学城
内翡翠湖游泳，其中1名2002级女生预下水时不慎滑入湖中，
约7分钟后被同行人从湖底救起，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 议一议

班长: 有的学生私自下水,没有成人的陪同下;有的学生为了
逞强好胜，在不知水的深度和水底的情况下，就潜入水底;有
的.甚至在水里连续游两个小时以上，还做各式各样的姿势，
这样很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等等。

朱宁：这必须多方面努力。如：家长要加强暑期儿童的人身
安全监护措施，同时提醒儿童不要擅自到水库、池塘等水域
游泳。游泳时必需有救生设施和熟悉水性的成年人陪护，到
游泳馆游泳需有专业救生人员陪护。儿童必需掌握必备的游
泳安全的知识。也必需掌握必备的游泳急救知识和自救知识。
等等。

三.说一说

陈亚钊：现在我们来说一说游泳安全的知识。

a：保持自身良好的身体状态;下水时切勿太饿、太饱。饭后一
小时才能下水，以免抽筋;饮酒不宜游泳;有开放性伤口、皮
肤病、眼疾不宜游泳;感冒、生病、身体不适或虚弱不宜游泳。

b：做好充足准备工作，预防抽筋;做好身体热身准备工作，游
泳前先在四肢撩些水，然后再跳入水中。不要立刻跳入水中;
腹部疼痛时，应上岸，最好喝一些热的饮料或热汤，以保持
身体温暖。

c：营造安全游泳的环境，小心溺水;不要随兴下水，特别是野



外;下水前试试水温，若水太冷，就不要下水;风浪太大、照
明不佳不要游泳;若在江、河、湖、海游泳，则必须有伴相陪，
不可单独游泳;下水前观察游泳处的环境，若有危险警告，则
不能在此游泳;不要在地理环境不清楚的峡谷游泳。这些地方
的水深浅不一，而且凉，水中可能有伤人的障碍物，很不安
全。

d：跳水前一定要确保此处水深至少有3米，并且水下没有杂草、
岩石或其他障碍物。以脚先入水较为安全;在海中游泳，要沿
着海岸线平行方向而游，游泳技术不精良或体力不充沛者，
不要涉水至深处。在海岸做一标记，留意自己是否被冲出太
远，及时调整方向，确保安全;游泳时禁止与同伴过份的开玩
笑;要在有救生员及合格场所游泳。

朱宁：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时我们怎样自救?

a： 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同学们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
积极自救：水中切忌慌、乱，如遇抽筋，请保持冷静;当发生
溺水时，不熟悉水性时可采取自救法：除呼救外，取仰卧位，
头部向后，使鼻部可露出水面呼吸。呼气要浅，吸气要深。
因为深吸气时，人体比重降到0.967，比水略轻，可浮出水
面(呼气时人体比重为1.057，比水略重)，此时千万不要慌张，
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更快。

b：对于手脚抽筋者，若是手指抽筋，则可将手握拳，然后用
力张开，迅速反复多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若是小腿或
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对侧的手握住
抽筋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用同侧的手掌
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助抽筋腿伸直;要是大腿抽筋的话，
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a：将伤员抬出水面后，应立即清除其口、鼻腔内的水、泥及
污物，用纱布(手帕)裹着手指将伤员舌头拉出口外，解开衣
扣、领口，以保持呼吸道通畅，然后抱起伤员的腰腹部，使



其背朝上、头下垂进行倒水。或者抱起伤员双腿，将其腹部
放在急救者肩上，快步奔跑使积水倒出。或急救者取半跪位，
将伤员的腹部放在急救者腿上，使其头部下垂，并用手平压
背部进行倒水。

b：呼吸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一般以口对口吹气为最
佳。急救者位于伤员一侧，托起伤员下颌，捏住伤员鼻孔，
深吸一口气后，往伤员嘴里缓缓吹气，待其胸廓稍有抬起时，
放松其鼻孔，并用一手压其胸部以助呼气。反复并有节律
地(每分钟吹16～20次)进行，直至恢复呼吸为止。

c：心跳停止者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摩。让伤员仰卧，背部垫
一块硬板，头低稍后仰，急救者位于伤员一侧，面对伤员，
右手掌平放在其胸骨下段，左手放在右手背上，借急救者身
体重量缓缓用力，不能用力太猛，以防骨折，将胸骨压下4厘
米左右，然后松手腕(手不离开胸骨)使胸骨复原，反复有节
律地(每分钟60～80次)进行，直到心跳恢复为止。

四. 小结

朱宁：今天我们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同学进行“预防溺
水”安全知识的宣传，包括“溺水常识”、“溺水的预防与
急救”等等，教育同学要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提高对溺水
危害的认识，坚决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陈亚钊：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掌握了游泳的安全知识和急
救基本常识。为了更好的记忆，我在这里给同学们朗诵诗
歌“防溺水歌”。请听诗歌朗诵。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
深水很重要。

我防溺水有高招，泳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脚弯弯腰，预备
动作不可少。



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杯
糖水解疲劳。

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
远离危险身体好。

五.活动作业：

1.办一张安全小报。主题“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和你的朋友分享今天学习的游泳安全知识和急救方法。并
切记每次去游泳前和朋友们一起做好充足热身准备工作，预
防抽筋。

安全月班会题目篇三

大家好！

暑假来临，很多同学已经把泳衣、泳镜准备好，把车子擦亮，
就等着假期正式开始，痛痛快快地玩上一个夏天。但家长们
的心里却因为假期的来临，多了好几样操心事儿自己白天上
班，孩子独自在家，跑出去玩儿遇到交通事故怎么办？跌伤、
磕伤怎么办？即便孩子呆在家里，又担心孩子会不会玩火？
能不能触电？遇到陌生人敲门孩子会不会应付。总之，到了
假期，孩子们的安全就成了家长最挂心的事儿。

根据这些家长和学校关心的问题，我特此对学生做以下要求：

假期里，同学们外出的机会大大增加，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
他们的交通安全格外让人担心。孩子们在骑车时被挂车辆撞
伤的事情时而发生。每年假期，都会发生一些学生被撞伤、
刮伤的交通事故，虽然一些事故属于意外，并不是孩子的过
错，但如果家长们能在平时注重一下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
这些意外和悲剧完全有可能避免。



1、禁止在马路上骑车带人，快速超车。

2、高速路上禁上骑自行车。

3、骑自行车是禁止做危险动作。

4、自行车注意平时维护，以防零部件松动。

5、步行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禁止追逐打闹。穿行马路时
一定要走人行横道，一停二看三通过。

6、乘车时要注意安全，禁止将身体置于车窗外，车停稳后方
能下车，车启动时要站稳。

7、出行时一定了解路线，不要图快速省事就跳越栏杆等屏障。

8、不要携代禁止的易燃品上车。

9、当发生意外时及时拨打110、112等电话。

1、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2、不要用石子击打列车。

3、严禁拆盗扣件。

4、严禁拆盗铁路设施。

5、严禁提拉车钩玩耍。

6、不得在铁路线路上放置、遗弃障碍物。

7、不得擅自开启列车车门。

8、不得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或者在未设平交道口、人行



过道的铁路线路上通过。

9、不得翻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
其他防护设施和标桩。

10、不得钻车、扒车、跳车。

夏季天气热，湿度大，而同学们的抵抗力又相对较低，如果
饮食不当很容易引起腹泻、食物中毒或其他消化道疾病。经
了解，现阶段，已经进入了肠道疾病高发期，肠道门诊内的
小患者时有出现，因此同学们应尤其注意暑期的饮食卫生。

1、不食用没有安全标志的食物，不食用已经腐败的食物，对
于来源不明的物也不能食用。不能食用有时明显问题的产品，
不食野外采摘不明药理毒性的野菜等山珍产品。

2、喝热水，讲究饮食卫生。

3、对于口感有明显异常的食品要提高警惕。

4、当发生食物中毒后马上大量喝水或打112急救电话，不要
等看情况再说。

此外，暑假期间，各种各样的美味也诱惑着我们，很容易造
成暴饮暴食，损害身体健康。因此，暑假期间应加强注意，
避免暴饮暴食。

除此之外，还要做到生活规律，放松心态，做好预防工作，
增强抵抗力，少熬夜，多吃清淡健康食品。对美味佳肴应以
品尝为主，一次不宜吃得过多、过饱。多吃富含纤维素、维
生素的新鲜蔬菜、水果，以促进胃肠蠕动。同时，更要注意
不要随便吃街边小吃摊上的食物，防止，消化道和场胃的疾
病发生。



安全月班会题目篇四

学习防火、防触电、防溺水等安全常识，培养有关防范能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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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听故事――《踢球》。

2、老师小结：是啊！这多危险啊！为了小小的足球，落个终
身遗憾，真可惜！交通安全，我们可得随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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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们落陵附近村落众多有水的地理情况，
要求学生不能私自到白马河边、水库等地方去游泳或摸鱼等。

（四）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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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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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节日到，真热闹，小朋友，放鞭炮；

甲：马路上，人群中，严格禁止放鞭炮；

乙：点炮引，要用香，别用火柴打火机；

甲：哑炮未响别去拿，伤了自己损失大；

乙：冲天炮，危险大，引起火灾害人家；



甲：别拿拉炮对着人，免得炸己又伤人；

乙：放鞭炮，害处大，最好自己别放它；

甲：有的城市已严禁，我们带头来执行；

合：来执行！

（七）积累警示语师

a、走路要走人行道，过马路别乱跑，十字路口看信号。

b、上下楼梯不拥挤，集体活动守纪律。

c、家用电器和煤气，使用时要注意，阅读说明再开启。

d、发生火灾不要慌，快叫大人来帮忙。

e、一人在家关好门，与人说话要谨慎。发现坏人来撬门，赶
快拨打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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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月班会题目篇五

为切实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保障学生安全，
1月16日7：20我路桥__班全体同学在本班教室召开了“安全
教育”主题班会。会议由团支书陈韵同学主持。

班会结合学校“安全、文明、法纪”三项教育的主题与大学
生切身安全与利益，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学习安全知识，
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为目的召开。为顺利开展此次班会，各



班委积极参与各种安全知识的搜集与整理，并在会前到各宿
舍做了充分的知识宣传工作。

会议从近期发生的“狗洞”火灾案例展开，从财产安全、地
震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全、水灾等多方面全
面地了解了各种防灾避险知识与注意事项，并对所见所闻的
真实安全事故作出分析。所例问题涉及同学人身安全和财务
安全，重点强调了外出交通安全、宿舍电器使用安全等人身
安全，手机、现金、身份证及银行卡等财务安全。

而后，班会进入了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同学们对问答中
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参与其中，现场欢笑声不
断，轻松的气氛使同学们在得到欢娱的同时对平时易出现的
不安全因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会议的最后，同学们一起观
看了一段关于宿舍防盗知识的视屏，分别介绍和展示了小偷
和各种偷盗手段以及防范措施，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这次会议不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生动活泼，使“关注安全，
珍惜生命”这一主题深入人心，也为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和班
级的团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会后，班长和团支书组织班委对各宿舍的卫生、用电安全以
及安全隐患作了检查与排除，并向学校汇报了各宿舍的具体
情况。

1.思想上时时讲安全，事事重安全。我们在工作学习中不能
掉以轻心，不能麻痹大意，要警钟长鸣，长抓不懈，确保学
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