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总结和不足
之处(优秀7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总结怎么写才
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
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总结和不足之处篇一

适逢我市第xx个“安全生产月”，又值暑期长假来临，为了
有效避免汛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提高幼儿的防范意识和
急救能力，我园在6月28日上午举行了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

鉴于此次演练活动的特殊性，结合幼儿园实际，本次防溺水
安全演练活动统一安排各班老师在室内组织进行。

活动内容分三部分：一是防溺水知识的宣传教育；二是溺水
后的简单自救；三是如何施救溺水者。

各班老师通过谈话、视频、短片、实例等多种形式向幼儿进
行防溺水知识的宣传教育。

不私自到池塘边、小河边、水库边、水沟边玩耍；

不单独下水游泳；游泳前做好热身运动；游泳时不去不熟悉
的水域；不去深水区；不与小朋友嬉戏等。

其次，教给幼儿不慎落水后的简单自救方法。

1.落水后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



2.冷静地将头顶向后，口向上方，把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
能进行呼吸；

3.千万不能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等。

最后，通过演示、讲解，促使幼儿掌握对溺水者的简单急救
方法。

如果出现有人溺水，不要冒然下水营救；可以大声向周围的
大人求助；同时找身边的漂浮物扔向溺水者，打水上急救电
话xxx等。

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该及时进行急救：

1.若溺者口鼻中有淤泥、杂草和呕吐物，首先应清除，保持
上呼吸道的通畅；

3.若是溺者已昏迷，呼吸很弱或停止呼吸，做完上述处理外，
要进行人工呼吸。

可使溺者仰卧，救护者在身旁用一手捏住溺者的鼻子，另一
手托着他的下颚，吸一口气，然后用嘴对着溺者的嘴将气吹
入。吹完一口气后，离开溺者的嘴，同时松开捏鼻子的手，
并用手压一下溺者的胸部，帮助他呼气。如此有规律地反复
进行，每分钟约做14—20次，开始时可稍慢，以后可适当加
快。

老师们精心组织的这次安全演练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寓较全面的防溺水知识于快乐的游戏活动中，有效地丰富了
幼儿的防溺水知识，提高了幼儿的安全防范意识。

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总结和不足之处篇二

为加强我园全体师幼的'安全教育工作，加强师幼间安全意识，



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结合本园实际情况，我园开展
了预防溺水演练等教育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我园成立了防溺水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园长xx

副组长：xx

组员：xx xx xxx xx xx xx

我园细化了各类人员的相关工作职责，明确了预防教育的工
作目标、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制订了监督、保障措施。在
领导小组成员的带领下我园防溺演练顺利结束。

二、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全园进行防溺水等安全知识的学习，
加强教师队伍对该项工作的认识及重视。同时开展防溺水应
急演练，各班教师也以班级为单位跟据本班实际情况对幼儿
展开了以“谈话”、“情景模拟”等形式的活动对幼儿进行
了安全教育。

三、家长教育工作方面，我园以班级为单位以“家长一封
信”、“温馨提示”、“面谈”、“电访”等多种形式对防
溺水安全知识的宣传。

四、我园还以领导小组成员的为主，对全园安全隐患进行了
认真的排查，对幼儿园周边进行了走访及调查，我园内部及
周边未发现溺水安全隐患。

安全教育工作是幼儿园管理中的重中之重，通过一系列安全
教育活动，幼儿、家长、教师间的安全防范意识得到了增强，
有效避免了安全事故的发生，为确保幼儿平安度过暑假打下
了坚定的基础。当然，安全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我校
必须时时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安全教育的工作要坚持



不懈地抓下去切实将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总结和不足之处篇三

负责安全工作的赖天琪主任就本次防溺水演练进行了总结：
首先指出情景剧中幼儿的错误做法，不听从老师教育，表扬
情景剧中大声呼救、找大人帮忙、报警拨打急救电话等正确
做法；第二，重点强调当发现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擅自下水施
救，并总结如用竹竿、绳子、抛泡沫救生圈、用绳子绑住救
生圈等方法，怎样大声呼救，怎样求助等；再来，向全体教
师教授了溺水后的心肺复苏术；最后总结本次防溺水演练，
全员师生一起背诵“防溺水六不准”将防溺水安全教育深入
师生心里。

主要是气管内吸入大量的水阻碍呼吸，或因喉头强烈痉挛，
引起呼吸道关闭、窒息死亡。

当发生溺水时，不熟悉水性时可以自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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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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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幼儿不能贸然下水施救。

（2）若发现有人溺水，应立刻拨打119或向当地成年人呼救。

（3）发生溺水事故时，在岸边的人不宜直接下水，最好的救
援方式是丢绑绳索的救生圈或长竿类的东西。没有救助设备
千万不要徒手下水救人，可就地取材，树木、树藤、枝干、
木块、矿泉瓶都可利用来救人。

医生未到之前急救方法如下：

（1）清除口、鼻中杂物。上岸后，应迅速将溺水者的衣服和



腰带解开，擦干身体，清除口、鼻中的淤泥、杂草、泡沫和
呕吐物，使上呼吸道保持畅通。如果发现溺水者喉部有阻塞
物，则可将溺水者脸部转向下方，在其后背用力一拍，将阻
塞物拍出气管。

（2）空水。在进行上述处理后，应着手将进入溺水者呼吸道、
肺部和腹中的水排出。这一过程就是“空水”。常用的一种
方法是，救生者一腿跪地，另一腿屈膝，将溺水者腹部搁在
屈膝的腿上或背上，然后一手扶住溺水者的头部使口朝下，
另一手压溺水者的背部，使水排出。

（3）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是使溺水者恢复呼吸的关键步骤，
应不失时机尽快施行，且不要轻易放弃努力，应坚持做到溺
水者完全恢复正常呼吸为止。在实践中，有很多人是在做了
数小时的人工呼吸后才复苏的。

常用的人工呼吸法有口对口吹气法：将溺水者仰卧平放在地
上，可在颈下垫些衣物，头部稍后仰使呼吸道拉直。救生者
跪蹲在溺水者一侧，一手捏住溺水者的鼻子，另一手托住其
下颌。深吸一口气后，用嘴贴紧溺水者的口（全部封住，不
可漏气）吹气，使其胸腔扩张。吹进空气后，嘴和捏鼻的手
同时放开，溺水者的胸腔在弹性的作用下回缩，气体排出肺
部。必要时，救生者可用手轻压一下溺水者的胸部，帮助其
呼气。如此周而复始地进行。

（4）胸外心脏按摩法。将溺水者救上岸后，如发现溺水者的
心跳已停或极其微弱，则应立即施行胸外心脏按摩，通过间
接挤压心脏使其收缩与舒张，恢复泵血功能。胸外心脏按摩
与人工呼吸的配合施行，对挽救尚未出现真死现象的溺水者
生命的最后挽救，是使其恢复自主心跳与呼吸的重要手段。
胸外心脏按摩的具体做法是：将溺水者仰卧平放地上，救生
者骑跪在溺水者大腿两侧或跪在其身旁，两手掌相叠，掌根
按在溺水者胸骨下端（对儿童，只需用一个手掌；对婴幼儿，
只需三个手指），两臂伸直，身体前倾，借助身体的重量稳



健地下压，压力集中在掌根，使溺水者胸骨下陷约3—4厘米。
然后，上体复原，迅速放松双手，但掌根不离位。

通过本次防溺水演练，临塘中心幼儿园全体师生对防溺水安
全都有了更多、更深地认识，此种教育方式也更易使幼儿加
深印象，真正达到防溺水教育的目标。提高了学生的防溺水
安全意识，筑牢了防溺水“安全墙”。

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总结和不足之处篇四

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总结 为加强幼儿园安全管理，预
防溺水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幼儿溺水，最大程度挽救幼儿
生命，确保师幼生命安全，我园在 x 月 xx 日下午开展防溺
水应急演练。

全体师幼来到操场进行防溺水自救自护模拟演练，为让演练
达到切实效果，让全体幼儿对溺水的原因、如何预防溺水以
及如何自救互救有更加系统、全面的了解。教师先情景表演
溺水救护，然后再组织幼儿一起体验溺水“窒息”的感觉，
让幼儿在体验中感知、领悟防溺水技能。

园长进行演练的总结：游泳安全应做到“五不”：

1、不私自下水游泳。

2、不擅自与他人接伴游泳。

3、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游泳。

5、不擅自下水施救域。



一、预防孩子溺水的措施：

1、从网络，书籍、图片、光碟等收集“溺水”事件的案例，
震撼孩子的心灵，增强孩子的安全和自我防护意识。

2、教育孩子不独自一人外出，更不能到池塘、水库、水沟边
等地方嬉戏，不独子结伴私自去河边游泳，当同伴发生溺水
险情时，及时向附近的大人求救，不得自行救助。

3、节假日、双休日期间，加强对孩子的监管，不随意

离开孩子，教育孩子在大人的视线范围内活动。

4、孩子游泳时，要有家长或成人陪同，否则禁止外出游泳。

5、教育孩子在游泳时不要贸然跳水，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
发生呛水或溺水事件；不带孩子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嬉戏、
游玩。

二、教孩子学会溺水时的自救方法：

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 2、放松全身，让
身体飘浮在水面上，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 4、如果在水中抽筋又无法
靠岸，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
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三、现场抢救溺水者的方法：

4、在施救时预防眼外伤。

安全工作无小事，千忙万忙，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不能忘，我
园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对孩子的安全多一份关注，
为孩子筑一道安全的防线，让孩子们平安、健康、快乐的成



长！

2018防溺水总结演练活动

防溺水演练活动总结

幼儿园防溺水活动总结

班主任防溺水演练总结

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活动方案

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总结和不足之处篇五

为加强幼儿园安全管理，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幼
儿溺水，最大程度挽救幼儿生命，确保师幼生命安全，我园
在5月24日下午开展防溺水应急演练。

全体师幼来到操场进行防溺水自救自护模拟演练，为让演练
达到切实效果，让全体幼儿对溺水的原因、如何预防溺水以
及如何自救互救有更加系统、全面的了解。教师先情景表演
溺水救护，然后再组织幼儿一起体验溺水“窒息”的感觉，
让幼儿在体验中感知、领悟防溺水技能。

1、不私自下水游泳

2、不擅自与他人接伴游泳

3、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游泳

5、不擅自下水施救域



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总结和不足之处篇六

为有效防范校园暴力劫持事件的发生，提高幼儿园师生面对
暴力事件的合理处理、自护自救及保护幼儿有效逃离避险的
能力，__幼儿园特制定了详细的防暴演练预案。为了保证演
练的实效，特邀请__派出所陈警官对预案进行指导，并提前
进行了演练配合事宜的协商。

20__年x月13日下午14：35，__幼儿园中大班幼儿正在户外进
行体锻，大门口保安正在给回园的俞老师开门，一位戴着墨
镜和口罩的歹徒尾随俞老师溜进幼儿园。保安上前询问，歹
徒突然朝校园内跑去，面对上前制止的保安掏出了藏在口袋
里的匕首。保安迅速拿起配备的防暴工具与歹徒进行搏斗。
保健老师看到马上关上大厅玻璃门，迅速拉响警报，全体师
生听到警报，迅速向室内撤离，关紧门窗，进行躲避。其他
教职人员各就各位协助幼儿进行躲避和防御。__派出所警察
接到报警，迅速及时赶到现场制止歹徒，并带走了歹徒。

演练结束，__幼儿园特邀请__派出所陈警官对保安和幼儿园
防暴指挥组成员就防暴意识培养和防暴工具使用进行了针对
性讲解。

相信在__派出所的指导和保卫下，在全体教职员工的防范和
自护下，__幼儿园已经牢牢筑起起了安全防范之墙，孩子们
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更健康，发展更快乐！

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总结和不足之处篇七

根据《市教育局关于切实做好学校防溺水工作的通知》，我
园结合教育实际，围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主题在园
内开展了一系列的安全教育活动，在全体师幼中树立“安全
工作重于泰山”的思想，做到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现将
阶段防溺水安全教育情况总结如下：



本次防溺水专项活动时期较长，我园针对防溺水活动专门召
开了会议。由园长传达文件精神，宣传文件内容，并组织相
关人员根据本园实际情况，详细安排防溺水活动的具体内容，
将防溺水的活动主题、内容贯彻到每个班级、落实到每一位
老师、每一位幼儿身上。

我园始终坚持把幼儿的安全教育工作贯穿于幼儿园教育的全
过程，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达到人人积极参与的氛
围中来，并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一）国旗下讲话国旗下讲话以“安全在我心”为主题，生
动形象地告诉小朋友防溺水的重要性。通过这种形式提高了
老师和小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安全和预防溺水事故的意
识，并宣布了“幼儿园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正式启动。

（二）防溺水教学观摩安全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基石，是幼
儿幸福成长的起点。根据上级部门“防幼儿溺水事故”的文
件指导精神，把安全教育放在首位，我园以年段为单位组织
开展了幼儿防溺水事故教育周活动。各年段除常规的安全教
育之外，根据年段防溺水主题开展了相关的学习活动，各班
教师认真的参与了学习活动，通过教案设计、教学观摩、撰
写体会等各项主题活动，提高了教师、幼儿对防溺水重要性
的认识，理解并谨记安全第一的原则。

幼儿在家的时间较多，家庭的教育、监管此时显的尤为重要。
所以在做好幼儿安全教育的同时，特别要注重家园联手，共
同筑起安全的防线。

（一）签订承诺书加强幼儿园与家长的联系，增强家长安全
意识和监护人的责任意识，通过签订承诺书的形式向家长通
报学生应遵守的事项等，请家长做好学生离校期间的安全监
管。幼儿园承诺书的签订率达到了100％。

（二）发放防溺水《致家长的一封信》宣传近段时间各省相



继发生多起中小学生溺水事件，造成多人学生死亡，给家庭
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为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发生，倡议家长朋
友们要加强防溺水意识，教育孩子不要单独前往池塘、河边、
井边行走和玩耍；要加大家庭监护监管力度，不要把6岁以下
的孩子单独留在浴缸中，也不要让12岁以下的孩子看管浴缸
里的孩子洗澡，有些家庭的各种水井和蓄水池的盖子必须盖
好，家里的水缸要加盖。

通过这一系列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促进了教师、家长幼
儿对防溺水的重视，在教育引导中，幼儿的安全知识面广了，
安全意识强了，对安全的理解更深刻了。暑假是防溺水工作
的重要阶段，特别需要我们家长做好防范工作，牢固树
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在此时期，我们希望在我们幼儿园
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为幼儿的防溺水安全筑起牢固的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