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暑期安全教育班会教案(模板9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1)认识生命来之不易，生命对于每个人仅有一次。

(2)认识生命的意义在于让它充实，焕发光彩。

(3)直面挫折，对自我的生命有科学的设计，做一个对别人、
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让自我的生命焕发光彩，珍爱自
我的生命。

(4)增强对挫折的勇气，培养笑对困难、挑战挫折的乐观精神。

(二)活动地点：教室

(三)教育重点：学习防火、防触电、防中毒、防坏人破坏的
生活常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四)班会流程：

一：对以下几点资料进行提问并解答：

1:消防安全

2:行走安全

3:横穿马路

4:校外安全



6:家庭生活安全

二:将有关安全的故事

三有请教师讲话

四：主持人宣布班会结束

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开场白：

当你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离开母体，一个生命降落人间，
这就标志着又给人世间增添了一份宝贵的财富。同时也给家
庭带来了无比欢乐。从这一刻起多少人关注着你，期望着你
快快长大，成材成器。你不但属于家庭、父母，说到底你是
属于社会、国家。所以也可这样说：生命诚可贵，人生价更
高，仅有生命的存在，才能去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年以珍
爱生命，安全第一是我们社会永恒话题。人是最可宝贵的，
仅有人才能创造财富，才能使世界变得更完美。仅有同学们
的欢声笑语、活泼身影，才能使我们的学校充满阳光，充满
生机。可是人的生命又是十分脆弱的，如果我们不注重安全
意识，视安全隐患而不顾，对安全问题措施不及，防范不严，
职责心不强，把生命当儿戏，那么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到
那时，这一切都为时已晚，我们失去的已经太多太多，对生
命的关爱，不能成为美丽的词藻，难道仅有失去之后才能醒
悟。由于安全意识的淡薄，由于职责心的冷漠，玩忽职守而
造成，难道我们不该反思，不该惩罚和加罪。而我们今后还
能做些什么更令人深思。

一：消防安全

家中起火，不要慌张，应根据火情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如果
炒菜时油锅起火，迅速将锅盖紧紧盖上，使锅里的油火因缺



氧而熄灭，不可用水扑救。当房间内起火时，不能轻易打开
门窗，以免空气对流，构成大面积火灾。纸张、木头或布起
火时，可用水来扑救，而电器、汽油、酒精、食用油着火时，
则用土、沙泥、干粉灭火器等灭火。若火势已大，必须立即
报火警。被火围困时，应视不一样情景，采取不一样方法脱
离险境。如俯下身体，用湿布捂鼻。

及时报警

遭遇火灾，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
损失：

(1)一旦身受火灾危胁，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地确定自
我所处位置，根据周围的烟、火光、温度等分析确定火势，
不要盲目采取行动。

(2)身处平房的，如果门的周围火势不大，应迅速离开火场。
反之，则必须另行选择出口脱身(如从窗口跳出)，或者采取
保护措施(如用水淋湿衣服、用温湿的棉被包住头部和上身
等)以后再离开火场。

(3)身处楼房的，发现火情不要盲目打开门窗，否则有可能引
火入室。

(4)身处楼房的，不要盲目乱跑、更不要跳楼逃生，这样会造
成不应有的伤亡。能够躲到居室里或者阳台上。紧闭门窗，
隔断火路，等待救援。有条件的，能够不断向门窗上浇水降
温，以延缓火势蔓延。

(5)在失火的楼房内，逃生不可使用电梯，应经过防火通道走
楼梯脱险。因为失火后电梯竖井往往成为烟火的通道。并且
电梯随时可能发生故障。

(6)因火势太猛，必须从楼房内逃生的，能够从二层处跳下，



但要选择不坚硬的地面，同时应从楼上先扔下被褥等增加地
面的缓冲，然后再顺窗滑下，要尽量缩小下落高度，做到双
脚先落地。

(7)在有把握的情景下、能够将绳索(也可用床单等撕开连接
起来)一头系在窗框上，然后顺绳索滑落到地面。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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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向外逃生。

二：交通安全

人行横道：马路上用白色平等线像斑马纹那样的线条组成的
长廊就是“人行横道线”，它是专门为行人横过马路而漆划
的，行人在那里过马路比较安全。法律规定，汽车在行驶过
程中，遇到有斑马线，应当减速慢行，遇到有行人从斑马线
上横穿公路，汽车应当停下来让行人先过。行人横穿车行道
时必须行走在人行横道线内，设置有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还
必须按信号灯指示通行。

交通信号灯：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四面都悬挂着红、黄、绿、
三色交通信号灯，它是不出声的“交通警”。红绿灯是国际
统一的交通信号灯。

1、指挥灯信号：绿灯亮时，准许车辆、行人通行，但转弯的
车辆不准妨碍直行的车辆和被放行的行人通行;黄灯亮时，不
准车辆、行人通行，但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和已进入人行横
道的行人，能够继续通行;红灯亮时，不准车辆、行人通行;
绿色箭头灯亮时，准许车辆按箭头所示方向通行;黄灯闪烁时，
车辆、行人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

2、人行横道灯信号：绿灯亮时，准许行人经过人行横道;黄
灯闪烁时，不准行人进入人行横道，但已进入人行横道的，
能够继续通行;红灯亮时，不准行人进入人行横道。



隔离设施：交通隔离设施主要有行人护栏和隔离墩或绿化隔
离带。行人护栏是用来保护行人安全，防止行人横过马路走
入车行道和防止车辆驶入人行道的。隔离墩或绿化隔离带是
设在车行道上用来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来往车辆的。我们
不要跨钻护栏和隔离墩或绿化隔离带，走进车行道，否则有
被车辆撞倒的危险。

人车分流各行其道：每当你走马路，就会看到许多行人和车
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如果行人和车辆爱怎样走就怎样走，
那么就会交叉冲突，发生混乱。交通道路上用“交通标线”
划出车辆、行人应走的道路：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行人
应走人行道。

交通标志：在道路上，我们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交通标志。
它们用图案、符号和文字来表达特定的意思。告诉驾驶员和
行人注意附近环境情景。这些标志对于安全十分重要，被称为
“永不下岗的交通警”。

道路交通标志分为主标志和辅助标志两大类。主标志又分为：
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和
道路施工安全标志。

警告标志：警告标志是警告车辆和行人注意危险地点的标志。
其形状为正等边三角行，颜色为黄底、黑边、黑图案。

禁令标志：禁令标志是禁止或限制车辆、行人交通行为的标
志。其形状通常为圆形，个别为八角形或顶点向下的等边三
角行。其颜色通常为白底、红圈、红斜杆和黑图案，“禁止
车辆停放标志”为蓝底、红圈、红斜杆。

指示标志：指示标志是指示车辆、行人行进的标志。其形状
为圆形、正方形或长方形，颜色为蓝底白图案。

指路标志：指路标志是传递道路方向、地点和距离信息的标



志。其形状，除地点识别标志、里程碑、分合流标志外，为
长方形或正方形。其颜色，一般道路为蓝底白图案，高速公
路为绿底白图案。

四交通安全小知识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文规定：未满十二周岁
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而当你已到达法定的骑车年
龄，准备骑车，则必须认真学一学交通规则和掌握安全骑车
要领。

自行车首先应当坚持机件完好，安全设备、牌证齐全有效。
骑车前，应当先检查一下铃、锁、刹车、车轮、龙头等是否
完好。学骑自行车时，应选择广场、操场或人车稀少的道路。
严禁在交通繁华地段学骑自行车。

1、在非机动车道内按顺序行驶，严禁驶入机动车道。在没有
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行驶，就尽量靠右边行驶(距路边边
缘线1.5米以内)，不要在公路中间行驶，不要扶身并行，互
相追逐或曲折竞驶，不要双手离把、攀扶其他车辆或手中持
物，更不能逆向(在路左边)行驶。

2、骑车至路口，应主动地让机动车先行，遇(红灯)停止信号
时，应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超越停止线)。严禁越线闯红灯。
遇有陡坡或冰雪路段及车闸失效应下车推行。

3、骑车转弯前，要减速慢行向后了望，伸手示意。左转弯前
伸出左手示意。同时要选择前后无来往车辆时转弯，切不可
在前后有来往车辆进突然猛拐，争道抢行。在交叉路口转弯
时要转大弯行驶。

4、自行车在道路上停放，应按交通标志指定的地点和范围有
秩序的停放。在没有设置交通标志的路上停放也不要影响车
辆、行人的正常通行。



5、在大、中城市市区道路上，不准骑自行车带人。

我们不少同学上学、放学每一天几次乘坐车辆。然而乘坐车
辆也应当讲究社会公德和掌握应有的乘车常识，以保障人身
安全。

1、乘车须在站台指定地点依次候车，待车辆停稳后先下后上。
上车后主动让座给老人、病人、残疾人、孕妇或怀抱婴儿的
乘客：下车后，应随即走上人行道，千万不要在车前或车尾
急穿马路，以防被车撞倒。

2、不准在车行道上招呼出租车。因为在车行道上招车妨碍交
通，很容易被你招来的以及路上来往的车辆撞倒自我。甚至
会造成因被招呼的车突然导致后车追尾相撞事故。所以，在
人行道或路边招呼出租车才能保证安全。

3、不准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乘车。这些物品会受热、挤
压或意外情景引起或爆炸，造成人身伤亡和车辆损坏。

4、机动车在行驶中，乘车人要坐稳扶牢，防止紧急刹车，不
得将头、手伸出窗外，以免被来往车辆擦伤自我。不准在车
辆未停稳时急忙下车。

5、乘坐大卡车时，不准站立，不准坐在车厢栏板上。否则，
如遇车辆紧急刹或转弯时惯力或抛出车外。乘坐大卡车时，
应蹲下，并抓牢车厢栏板。

同学们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正是一天中道路交通最拥挤的时
候，人多车辆多，必须十分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横道的道路，要靠
路边行走。

(2)团体外出时，最好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结伴外出



时，不要相互追逐、打闹、嬉戏;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围情
景，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报或做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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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在放学排路队时要头戴小黄帽，在雾、雨、雪天，
最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以便于机动车司机尽早发现目标，
提前采取安全措施。

(5)骑自行车，不要骑速过快，要细心避让，要骑在自行车道
上。(未满十二岁的，不可骑自行车上路)

横穿马路

横穿马路，可能遇到的危险因素会大大增加，应异常注意安
全。

(1)穿越马路，要听从交通民警的指挥;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
“绿灯行，红灯停”。

(2)穿越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线;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
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

(3)穿越马路时，要走直线，不可迂回穿行;在没有人行横道
的路段，应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在确认没有机动车经过时
才能够穿越马路。

(4)不要翻越道路中央的安全护栏和隔离墩，更不能在马路上
滑滑板。

(5)骑自行车横穿马路，要下车扶车横穿。

三：家庭生活安全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可是，家庭生活中仍然有许
多事情需要倍加注意和细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
成事故。家庭生活中也有安全问题。

如何防止烫伤

1.从炉火上移动开水壶、热油锅时，应当戴上手套用布衬垫，
防止直接烫伤;端下的开水壶、热油锅要放在人不易碰到的地
方。

2.家长在炒菜、煎炸食品时，不要在周围玩耍、打扰，以防
被溅出的热油烫伤;年龄较大的同学在学习做菜时，注意力要
集中，不要把水滴到热油中，否则热油遇水会飞溅起来，把
人烫伤。

3.油是易燃的，在高温下会燃烧，做菜时要防止油温过高而
起火。万一锅中的油起火，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应当尽快用
锅盖盖在锅上，并且将油锅迅速从炉火上移开或者熄灭炉火。

4.家里的电熨斗、电暖器等发热的器具会使人烫伤，在使用
中应当异常细心，尤其千万不要随便去触摸。

5.如何安全使用高压锅：

用高压锅做饭，节省时间和能源，许多家庭都使用它。高压
锅在使用时，锅里的温度高、压力大，所以安全问题十分重
要。

1.使用高压锅之前，首先要检查锅盖的通气孔是不是通畅，
安全阀是不是完好无损。

2.在使用中，不要触动高压锅的压力阀，更不要在压力阀上
加压重物或者打开锅盖。



3.饭菜做好以后，不能立刻拿下压力阀或者打开锅盖，要耐
心地等待锅里的高压热气释放出来后，才能拿下压力阀，打
开锅盖。

如何安全使用刀具

1.使用刀具时应当注意力集中，不用刀具比划、打闹，更不
能拿着刀具互相开玩笑，以免误伤别人或自我。

2.刀具暂时不使用时，要妥善保存起来，放在安全稳妥的地
方，不要使刀具的尖和刃部突出、暴露在外，以防止刀具被
碰落而伤人或者有人不慎触碰而受伤。

如何安全使用煤气

1.认真阅读燃气器具等的使用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
求操作、使用。

1.用煤炉取暖，必须要安装烟筒和风斗。

2.定期清扫烟筒，坚持烟筒通畅，如果发现烟筒堵塞或漏气，
必须及时清理或修补。

3.经常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坚持室内空气新鲜。

4.伸出室外的烟筒，还应当加装遮风板或拐脖，防止大风将
煤气吹回室内。如何安全用电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
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有必要掌握以下最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

l.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景下关断总电源。

2.不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



探试电源插座内部。

3.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4.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插拔电源插头时不要用力
拉拽电线，以防止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触电;电线的绝缘皮
剥落，要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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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手去直接救人;年龄小的
同学遇到这种情景，应呼喊成年人相助，不要自我处理，以
防触电。

1.各种家用电器用途不一样，使用方法也不一样，有的比较
复杂。一般的家用电器应当在家长的指导下学习使用，对危
险性较大的电器则不要自我独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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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电吹风机、电饭锅、电熨斗、电暖器等电器在使用中会发
出高热，应注意将它们远离纸张、棉布等易燃物品，防止发
生火灾;同时，使用时要注意避免烫伤。

结束语：

同学们，生命像是一根丝线，一端系着昨日，一端系着明天。
站在两端之间，我们才明白：因为生命，我们才会拥有今日，
因为今日，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延续。

生活中总有一些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没有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本事。今日我们的目的
便是培养大家的这种意识和本事，在紧急时刻我们能用自我
的经验和知识去保护自我和他人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一次小小的意外就可能
吹破生命那张薄弱的纸，一点点烛光可能很微弱，寒风、冷
雨会将它随时浇熄，但如若我们将它捧在手心，细心呵护，
那一点微弱的烛光就可能照亮整个世界。

让我们把心中的温暖献给这美丽的生命吧!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让学生知道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不要在网络上轻易把自
己的秘密告诉网友。

1、学生上网收集因在网中把秘密告诉网友而受到伤害的案例。

2、老师制作课件。

一、谈话导入

1、调查：哪些同学在家上网聊过天?

2、师讲述：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每个人都能在网络上发
布新新。网络技术好的人能够在网络上得到别人的许多看似
隐蔽的信息。同时，只要你上网，你的信息就有可能被别人
获取。有些人就利用网络获取别人的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
息去要挟他人。

二、分享事例，受到启发

1、分享故事一：亲信网友被敲诈

(1)学生自读这个故事。

(2)指名一学生试说故事。



(3)学生思考：小学上网的时候，哪些做法是不对的?为什么?

(4)全班交流。

2、分享故事二：工作无着落 网上骗钱财

(1)学生自读这个故事。

(2)指名一学生试说故事。

(3)学生思考：小优和小西不仅轻易地( )，还随便与网友见
面吃饭，并将( )。在受骗后仍没有提高警觉，且再次( )，
以致二次上当。

(4)全班交流。

三、拓展延伸，强化意识

1、学生思考：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你还知道类似案例吗?

2、小组内交流。

3、全班交流。

4、师播放视频《轻信网友，女童被拐骗》，学生直观感知。

四、教师总结，深化主题

1、安全提示：

(1)不要轻易在网上透露自己的确切信息。

(2)不要轻易相信网友提供的信息。

(3)如果受到网友要挟、敲诈，必须及时告诉父母、老师或向



公安机关求助。

2、展示安全上网宣传语，学生谈认识。

(1)网络连接你我他，安全系着千万家。

(2)高高兴兴上网，快快乐乐冲浪。

(3)网上有骗子，小心不上当。

(4)网络能造就人才，也能使人走向无底深渊。

(5)沉迷网络游戏，人生就会没戏。远离网络游戏，演好人生
这场戏。

3、教师总结：

警惕网络陷阱，注意自身安全。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1月15日

教室

一年级

安全记心中

1、主持人宣布开始，出队旗。

2、交通安全我知道。

(2)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到这些交通标志吗?



(3)我的知识最多：比一比谁知道的交通标志最多?请画出来。

(4)展示交流。说说这些标志表示什么?

(5)带学生去学校围墙那看交通标志。

3、校园安全我注意

(1)故事：在早晨冬跑中，一位同学不小心摔跤擦伤了，怎么
办呢?

处理方法：先用盐水冲洗伤面，再用消毒棉球扶干，而后用
碘酒涂擦伤面，再用酒精球涂擦。轻者不必包扎，重者盖上
清毒纱布包扎。

(2)在学校中要注意哪些安全?

(3)知识问答选择，并说说为什么?

1、下课了，不能干什么a、打球b、追赶打闹c、跳绳

2、哪些东西不准带进校门a、皮球b、三角尺c、利器、易燃物品

3、哪种行为不对a、跳高、跳远b、攀越围墙、滑楼梯

4、上下楼梯怎样行a、靠右行b、靠左行c、左右行都可以

问答题

a、早晨跑步时，小林因为天气冷所以两手放口袋里跑，对吗?
为什么?

b、下课了，小林和小明你追我赶的去厕所，这样对吗?为什
么?



处理方法：对轻度的`烫伤，可用清洁的油类、酱油或牙膏，
涂抹在伤面上。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父母给“我”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每
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时刻注意安全。今天这节课我们
来学习《珍爱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

1. 回忆溺水死亡事例。

同学们在其他校园曾经有一些同学因去游泳未经家长同意发
生了溺水死亡，我们听到这些溺水事例，不会感到轻松，但
我们会感叹、惋惜，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2.向学生宣传防溺水知识

无论在炎热的夏季还是秋季，同学们都喜欢游泳，但因为缺
少安全常识而溺水死亡，再加上某种因素导致溺水死亡，今
年秋季雨水较多，学生喜欢到有水的地方去玩，会引发溺水
事故，教师教育学生严格遵守“四不”。 一不：未经家长、
老师不准去。

二不：没有会水性的大人陪同不准去。

三不：有水的地方远离不准去。

四不：不到沟、渠、水库、塘等深水处玩。

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不会水性。

2. 意外调入水中，室息死亡。



3. 在水突发病尤其心脏病。

4. 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
救，或让大人来营救。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
不能参加抢险营救等危险性活动。

同学们，珍爱我们的生命吧！珍爱生命就等于珍爱自己，请
举例子说一说怎样注意安全、珍爱生命。

同学们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每一天。希望这堂防溺水安
全教育课，同学们珍爱生命，感受生命价值，养成自觉遵守
防溺水安全原则及其他安全防范原则，切实遵守学校规定的
午休要求，午休时间，在家午休。祝大家天天安全。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1、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
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2、掌握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教学要求：

知识方面：了解有关知识;明确危害安全的行为。

能力方面：通过学习，时刻提高警惕，自觉做好防范工作。
掌握自救方法，提高自护能力。

教学方法：导、读、议、评相结合。

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
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1、当前，在中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缺乏正确的安全防卫心
理，他们中有人被敲诈，有人被欺负，甚至有人被杀害，此
类案件比比皆是，甚至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对我们中学生
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非常重要。

2、“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采取的应对措施：

第一、要学法、守法、懂法、用法。

第二，要有及时报告的意识。特别是个子矮小，体力单薄的
学生遇欺时，要及时报告家长、老师，请求其出面解决。

第三、要有机警的报警意识，即遇危急时临危不惧，寻找脱
身之遇，求助于警方帮助。

第四、要谨慎交友。

二、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一)地震

地震，群灾之首。强烈的破坏性地震瞬间将房屋、桥梁、水
坝等建筑物摧毁，直接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还会诱发水
灾、火灾、海啸、有毒物质及放射性物质泄漏等次生灾害。

前兆：强烈地震发生前，人们常可观察到一些自然界的反常
现象，这就是地震前兆。比如，地声、地光、井水异常(水突
然变浑或突升突降)，一些动物比人类敏感，如猫狗发疯般的



乱咬狂叫，老鼠成群结队的搬家，鸡到处飞，猪、羊等大牲
畜乱跑乱窜等等。

发生地震时：

(1)从人感觉振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大约只有12秒钟，如果你住
的是平房，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门外。如果你住的是楼房，
跑已经来不及了，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断电闸，关掉煤
气，暂避到厨房，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或是桌子，柜子，
床铺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余震。

(2)如遇到地震，最忌慌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坚固物
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有序地撤离。(具体参见学校教学楼、
宿舍楼紧急疏散预案)

(3)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
到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
河岸及高压线等。

震后：震后不幸被废墟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
无法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
件，耐心等待救援。

(二)火灾

水火无情，人所共知。必须坚持“三要”、“三救”、“三
不”的原则，才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1.“三要”

(1)“要”熟悉自己住所的环境

平时要多注意观察，做到对住所的楼梯、通道、大门、紧急
疏散出口等了如指掌。



(2)“要”遇事保持沉着冷静

面对熊熊大火，只有保持沉着和冷静，才能采取迅速果断的
措施，保护自身和别人的安全。有的人因为乱了方寸，出现
错误的行动，结果延误了逃生的宝贵时间。例如，只知道推
门，而不会用力去拉门;错把墙壁当作门，用力猛敲;甚至不
管三七二十一，盲目跳楼……在开门之前要先摸摸门，如果
门发热或烟雾已从门缝中渗透进来，就不能开门，准备走第
二条路线。即使门不热，也只能小心地打开一点点并迅速通
过，随后立即把门重新关上。因为门大开时会跑进氧气，这
样一来，即使是快要闷熄的火也会骤然燃烧起来。

(3)“要”警惕烟毒的侵害

在火灾中，最大的“杀手”并非大火本身，而是在焚烧时所
产生的大量有毒烟雾，其主要成分为一氧化碳，另外还有氰
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等。消防专家的研究表明，空气中
的一氧化碳含量为1%时，人呼吸数次后就会昏迷过去，一二
分钟便可引起死亡。专家建议，用湿毛巾将鼻子和嘴捂住，
尽快地撤离火场。如果火势过大过猛烈，出口通道被浓烟堵
住，且没有其他路线可走，可用湿棉被做掩护，贴近地面
的“安全带”，匍匐通过浓烟密布的走廊和房间。绝对不能
以身体站直的姿势去跑。因为冷热空气是对流的，有毒烟气
飘浮在房屋空间的上部，而贴近地面的地方会跑进一些新鲜
空气供人呼吸。站着跑很有可能无法呼吸，窒息而死。衣裤
着火，应该脱掉，或在地上打滚，将火弄灭。若有人惊惶而
逃时衣裤带火，应将其按倒在地打滚，直至火熄。

2.“三救”

(1)选择逃生通道自“救”

发生火灾时，利用烟气不浓或大火尚未烧着的楼梯、疏散通
道、敞开式楼梯逃生，是最理想的选择。如果能顺利到达失



火楼层以下，就算基本脱险了。

(2)结绳下滑“自救”

在遇上过道或楼梯已经被大火或有毒烟雾封锁后，该怎么办
呢?应该及时利用绳子(或者把窗帘、床单撕扯成较粗的长条
结成的长带子)，将其一端牢牢地系在自来水管或暖气管等能
负载体重的物体上，另一端从窗口下垂至地面或较低楼层的
阳台处等。然后自己沿着绳子下滑，逃离火场。

(3)向外界求“救”

倘若自己被大火封锁在楼内，一切逃生之路都已切断，那就
得暂时退到房内，关闭通向火区的门窗。呆在房间里，并不
是消极地坐以待毙。可向门窗浇水，以减缓火势的蔓延;与此
同时，通过窗口向下面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抛掷物品
等，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消防队员的救援。总之，不要因冲
动而做出不利于逃生的事。

3.“三不”

(1)“不”乘普通电梯

(2)“不”轻易跳楼

跳楼求生的风险极大，弄不好往往不是死就是伤，不可轻取。
即使在万般无奈之际出此下策，也要讲究方法。首先，应该
向楼下抛掷棉被或床垫，以便身体着落时不直接与硬的水泥
或者石头路面相撞，减少受伤的可能性;然后双手抓住窗沿，
身体下垂，双脚落地跳下，缩小与地面的落差。

(3)“不”贪恋财物

火灾来势极快，10分钟后便可进入猛烈的阶段。因此，消防



专家警告，遇上火灾时，必须迅速疏散逃生，千万别为穿衣
或寻找贵重物品而浪费时间，因为任何珍宝都比不上生命更
为珍贵。更不要在已经逃离火场后，为了财物而重返火口，
到头来只能是人财两空，自取灭亡。

(三)雷电

夏天来临，经常会有雷雨大风，应该预防雷电袭击。

1.在空旷田野上，不要使自己成为尖端，也就是说，要尽量
降低自身高度，不应该把铁锹、锄头、高尔夫球棍等带有金
属的物体扛在肩上高过头顶。

2.在市郊地区，最好躲入一栋装有金属门窗或设有避雷针的
建筑物内，也可躲进有金属车身的汽车内。

3.在稠密树林中，最好找一块林中空地，双脚并拢蹲下;在大
树下躲雷雨是极不安全的。此外，不要在高楼烟囱下、地势
高的山丘处停留，以防不测。

4.在山间旅游，如路遇山洞也可进入避雷。

5.打雷时，最好不要到湖泊、江河，海滩等处钓鱼和划船，
也不要去游泳。

6.打雷时，在平坦的开阔地带，最好不要骑马、骑自行车、
驾驶摩托车或开拖拉机。

7.打雷时，在室内相对比较安全，但要紧闭门窗，防止危险
的侧击雷和球形闪电侵入。

结束语：

总之，我们青少年要树立安全意识，掌握自护方法，提高自
护能力，才能在各种意外情况发生时从容应对。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六

1、了解食品卫生与饮食安全相关知识。

2、在学校注意一些食品方面的安全。

活动过程:

辅导员谈卫生安全常识:

一、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洗手七步法。

人人饭前便后要洗手。

二、路边小吃拒入口

不购买路边饮食、零食,远离疾病。

三、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

四、不吃隔餐鸡蛋、牛奶。

五、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存放;生、熟食分开。

六、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不购买“三无食品”。没有商标
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厂家的
食品不能买。

2、天气炎热,微生物繁殖迅速,食品容易腐败变质,一旦不注
意易发生食品中毒。住校生应特别注意自家带来的菜是否变
质,从看其色,闻其味进行观察、辨别。



七、你还知道哪些关于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知识?

八、通过本次的班队会你知道了哪些方面的有关食品卫生安
全的知识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七

1、使学生加强对法律知识的认识，增强法律意识。

2学生养成学法、懂法、守法的好习惯，有效地树立和维护学
校良好的学风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

3、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意识，自觉的遵纪守法，做合格小公
民。

通过案例分析增强学生遵纪守法观念。

1、准备有关的法律知识材料。

2、收集有关遵纪守法的案例。

1、主持人：

主题班会，目的就是让我们从小学做自觉遵纪守法的小公民，
长大后当个合格的公民。

2、了解法律知识：

主持人：法律就是一定的规则，它告诉我们，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知法、守法，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国家
利益、 公众利益和自身的利益。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该
经常翻阅《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法规，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

3、“我懂法”知识竞赛：

主持人：

为了做一个守法的小公民， 我们全体同学课下收集了不少材
料。

我提议让我们开展一个“我懂法”知识竞赛，看看哪些同学
是我们班的小小法学家。

竞赛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必答题，答对加10 分，答错不扣
分;第二部分是抢答题，等主持人说开始之后，再举手。

主持人小结：通过竞赛，我们看到同学们对一些法律知识已
经有了很深的认识。

主持人：

4.我看到有人偷别人钱，我不知如何是好? 情境再现：看投
影

画面一：录像厅内，乌烟瘴气，一群人在看录象。

画面二：一少年被黑社 会绑架，警查与家长与之智斗。

画面三：有人跳窗入室，进行盗窃，一人看见后稍稍走开。

主持人：

我们才能高高兴兴地出门去，平平安安的回家来，下面请看
各小组同学表演的文艺节目。

5、真实演绎：开学了，同学们背着书包上学，而同学却被父



母留在家

a的父母属何种行为，应如何办?)学生分组讨论。

6、辅导员总结：同学们，老师首先祝贺你们班会开得如此成
功，通过这次班会，同学们进一步认识了法律法规的意义，
愿同学们从小树立法律意识，让法永远与你相随，让幸福快
乐永远与你相伴!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八

1.从炉火上移动开水壶、热油锅时，应该戴上手套用布衬垫，
防止直接烫伤;端下的开水壶、热油锅要放在人不易碰到的地
方。

2.家长在炒菜、煎炸食品时，不要在周围玩耍、打扰，以防
被溅出的热油烫伤;年龄较大的同学在学习做菜时，注意力要
集中，不要把水滴到热油中，否则热油遇水会飞溅起来，把
人烫伤。

3.油是易燃的，在高温下会燃烧，做菜时要防止油温过高而
起火。万一锅中的油起火，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应该尽快用
锅盖盖在锅上，并且将油锅迅速从炉火上移开或者熄灭炉火。

4.家里的电熨斗、电暖器等发热的器具会使人烫伤，在使用
中应当特别小心，尤其千万不要随便去触摸。

5.如何安全使用高压锅?：

用高压锅做饭，节省时间和能源，许多家庭都使用它。高压
锅在使用时，锅里的温度高、压力大，所以安全问题十分重
要。

1.使用高压锅之前，首先要检查锅盖的通气孔是不是通畅，



安全阀是不是完好无损。

2.在使用中，不要触动高压锅的压力阀，更不要在压力阀上
加压重物或者打开锅盖。

3.饭菜做好以后，不能马上拿下压力阀或者打开锅盖，要耐
心地等待锅里的高压热气释放出来后，才能拿下压力阀，打
开锅盖。

暑期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九

活动目的：结合学校安全礼貌教育的主题，让学生学习学校
安全知识，认识安全警示牌，防患于未然。

活动对象：全体同学

活动准备：安全知识，关于安全方面的事例，警示牌。

活动过程：

一·导入

(主持人)同学们，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
我们的安全陪受家人和教师关注。为了我们安全，今日我们
就开一个学校安全主题班会。

二·关于学校安全

学校是我家，安全礼貌靠大家。出入校门要下车。进出教室
不拥挤。上下楼梯靠右行。

不在学校追跑打闹。不爬学校的围墙，门窗、围栏、树木、
球架。



不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及凶器进校。若照明灯和电风
扇等电器发生故障，不得私自动手排除，应报告教师或总务
处，由学校电工进行故障排除。

大扫除时注意安全，对高处的玻璃窗，不要勉强擦拭。

做礼貌学生，不要有任何故意伤害他人、窃取他人财物的行
为，不在任何场所参与打架斗殴。察觉到有不安全因素应及
时报告师长。遇事冷静，以保全自身安全为重，不冲动蛮干。

课外活动和体育锻炼，要按有关安全规则进行。在往返家校
的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行路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参加
学校组织的校外团体活动，要严格遵守活动纪律，不得擅自
离队个别行动。

这是我们青少年要牢记的准则，因为平平安安最重要。

请同学们谈谈自我在学校关于安全礼貌的感受。(畅所欲言)

2·猜猜这些警示牌是什么意思(出示警示牌)

3·在我们的生活中像这样的警示牌很多，它时时刻刻提醒我
们注意安全，但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警示牌来提醒我们，这就
要求我们在没有提示的地方加陪细心，尽量避免伤害。

4·像这样的情景我们班发生过吗

(1)在教室里互相追跑。

(2)和同学打闹扔东西，砸破玻璃。

(3)进出教师拥挤。

在我们学校有很多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找一找还有那些地
方要注意安全(自由发言)



小结，同学们找到的这些安全隐患十分重要，是学校的问题，
学校尽快解决，是自我的问题，大家必须注意。

5·我们说了很多，此刻我们实践一下，做个安全知识回答。

(1)学生之间发生小摩擦时，下列处理方法正确的是

a原谅同学或报告教师，让教师处理。

b记恨在心，事后叫人一齐教训对方。

c据情节给予报复。

d叫家长来学校教训对方。

(2)遇到别人打架时

a上前围观，给自我认识的人加油，帮忙。

b不管他

c去劝阻

d告诉教师

(3)遇到火灾时，拨打

a110

b119

c120

d121



(4)在道路上行走时

a和同学边走边打闹。

b要走人行到，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考路边走。

c行走时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

d为赶时间和机动车辆抢行。

(5)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使用刀具时，互相比划，打闹。

b用湿手触摸电器，用湿布擦试电器。

c用沙子或泥土打仗。

d当不慎摔倒时，身体尽量往前，保护自我的头部。

结束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安全是如此的重要，仅有在安全礼貌
这片沃土的培育下，幸福之花才会绽放在你的生命旅途中。
期望我们铭记安全知识，做安全礼貌的好学生，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