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车间安全教育会议记录内容 中班
安全教育活动记录表(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车间安全教育会议记录内容篇一

教师
姓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
班

活动
名称 《小花鸭迷路了》 时

间

201
9
年3
月6
日

活动
目标

1、知道迷路的危险和解救办法，进行生存教
育。2、通过亲身体验和情景设置，增强解决
不同问题的能力。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产生对迷路的、被拐
骗孩子的同情心。

活动
准备

1、寻找一些报纸登载有关小孩被骗、被拐的
消息。2、《迷路的小花鸭》的迷宫图一张。



活
动
过
程

1、出示《小花鸭找家》的迷宫图，引出主题。
教师：小花鸭为什么哭?它怎么会迷路找不到
家的?怎么办?请幼儿为图中迷路的小花鸭找
家。
2、教师设置情景，引导幼儿寻找解决问题的
办法。
3、设置想象活动：迷路的危险。
教师：迷路了，会发生什么危险?怎样找到自
己家里的人呢?
教师小结：小朋友如果迷路了，不要慌，不
要只是哭，要想各种办法寻找自己的亲人。
千万不可跟着陌生人走。
4、介绍一些报纸上登载的有关被拐的事例，
引起幼儿的重视。
5、组织幼儿谈话：怎样避免迷路和走失。

活
动
反
思

通过此次活动，幼儿知道了迷路的危险和解
救办法，知道了要保护好自己，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

教
师
姓
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
班

活
动
名
称

《保护自己》 时
间

20
19
年3
月14
日

活
动
目
标

1、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2、教育幼儿不玩、不接近危险物品，不做危险的事。
3、了解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和自救方法。

活
动
准
备

小朋友玩危险品受伤的事例图片。



活
动
过
程

二、引导幼儿讨论：生活中还有哪些物品或事情是危险的?.教师总结：尖锐的利器(剪刀、小
刀)水、火、电、气。
三、寻找危险品将幼儿分成4组，分别在教室、院子、午休室及各个角落寻找不安全物品及玩
具，然后大家一一记录进行交流，增强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和对不安全的预见能力。
四、通过讨论的方法了解应该怎样避免受伤 1、鼓励幼儿讨论预防受伤的方法。
2、教师用提问的方式帮助幼儿记住生活中应注意的问题。
五、向幼儿简单介绍受伤后的自救方法。
六、安全游戏 1、教师带幼儿到户外在游乐器材前停留，向幼儿说明这些器材可能发生的危
险及正确方法。
2、请几位幼儿示范正确玩法。

活
动
反
思

1、因为生活中的不安全物品和不安全隐患太多，在这节课中不能面面俱到。
2、在活动中，师幼互动有一定的不协调，教师应根据幼儿情况在调整教学。
3、这节课还是很成功的，教师还有待提高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
师
姓
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
班

活
动
名
称

《马路上的车》 时
间

20
19
年3
月22
日

活
动
目
标

掌握常见车的名称、外形，牢牢记住 110、119、120几种特殊号码
及其作用，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

活
动
准
备

特种车图片、交通信号灯图片、110、119、120号码等。

活
动
过
程
活
动
反
思

整个活动以"游戏"为载体，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知
识，懂得了道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教师
姓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
班



活动
名称 《落水的小猫》 时

间

201
9
年3
月29
日

活动
目标

1、通过故事，初步了解防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
2、知道当自己得到别人的帮助时，要学会感激
别人。

活动
准备

故事《小猫落水》、小猫图片、已画好的故事
背景图

活
动
过
程

一、师幼谈话进入本次活动的主题。
师："小朋友们，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季)，天
气是热的还是冷的呢?(热的)，那天气一热你们
想干什么呢?(幼儿自由回答)有一只小猫，到了
夏天它也很怕热，所以呀，它就……(教师停下，
让幼儿自己猜测。)，听完接下来的故事，你们
就知道它怎么样了。二、教师出示小猫图片，
讲述故事《小猫落水》。教师讲述故事，引导
幼儿仔细倾听故事。
师：小猫很怕热，它去干什么了?小猫为什么会
落水呢?
小结：它在抓鱼的时候，脚一滑不小心掉了下
去。
师："小猫落水后是谁救了它?(幼儿回答)如果
没有人救它会怎么样?(幼儿回答)
小结：是小鸭子救了它，如果没有小鸭子小猫
就淹死了。
师："如果你是小猫，小鸭子救了你，你会怎么
对小鸭子说呢?怎么做才能不掉到水里面呢?"教
师引导幼儿回答问题，初步了解当自己得到别
人帮助的时候，要学会感谢别人。三、师幼共
同讨论有关防溺水的安全知识。



活
动
反
思

当没有大人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小朋友们不能
独自到有很多水的地方玩耍，即使天气再热也
不能把手和脚伸到水里面，如果碰到有人掉到
水里，要记得大声的叫救命，不然你就会像小
猫一样掉到水里。

教
师
姓
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
班

活
动
名
称

《不要招惹小蜜蜂》 时
间

20
19
年4
月2
日

活
动
目
标

1.知道不招惹捕捉小蜜蜂。简单了解被哲后的急救方法。
2.了解几种常见的有危险的小虫子，知道躲避它们。

活
动
准
备

图片--蜜蜂、马峰、黄蜂、蜘蛛、蜈蚣，蜂巢。

活
动
过
程

一、导入 1.出示图片，引出小蜜蜂。
教师：小朋友，春天到了，美丽的小花快开了。勤劳的小蜜蜂开始采蜜了。今天我们来听一个关于小蜜蜂的故事？ 2.故事：生气的小蜜蜂，请幼儿了解招惹蜜蜂带来的危险。二、展开 1.讲述故事的前半段。
（1）小蜜蜂为什么要蛰三个小朋友？
（2）看到小蜜蜂应该怎么办。
（3）遇到成群的蜜蜂追过来怎么办？ 小结：告诉孩子们看见蜜蜂应该尽量避开，千万别去招惹，遇到成群的蜜蜂应该赶快跑开躲避，如果来不及就用衣服或者其他东西遮住头、脸等外需部位，并迅速蹲下千万不要大喊大叫扑打蜜蜂这样会激怒蜜蜂，引来更猛烈的追击。2.
讨论：如果被蜜蜂哲到了应该怎么办？ 3.总结做法：如果被蜜蜂哲了一定要赶快拔出毒刺。用肥皂水清洗伤口。必要时去医院治疗。

活
动
反
思

孩子们了解各种蜂蛰人时毒液就会被注入人体内，使人皮肤红肿，产生水泡，甚至中毒死亡。知道很多蜘蛛蜈蚣等小虫子也会带来危险，不能用手去碰要远离。

教师姓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
班

活动名称 《神奇的火》 时
间

20
19
年4
月19
日

活动目标

1、通过操作获取有关火的具体
经验，知道火能发光、发热。2、
通过观看录像“神奇的火”，
了解火对人们的用处和危害。

活动准备 蜡烛，收集有关火的各种资料
图片和录像。



活
动
过
程

一、通过操作，帮助幼儿获取
有关火的具体经验。教师点燃
蜡烛，让幼儿观察。教师：小
朋友，你们看到烧出来的火是
什么样子的？幼儿交流，大胆
表达。
二、联系幼儿日常生活中有关
火的经验。
三、组织幼儿观看有关“火”
的图片或录象资料，使幼儿知
道火的用处和危害。师幼小结：
火能发光、发热，发电，火还
能推动飞船上天，火还可以取
暖、烧烤食物等。火还有什么
用处呢？古代烽火台上的烽火
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焰火在节
日里给人们带来欢乐。火对我
们有很多用处，可是火椰油害
处，火能烧毁森林、房屋，还
能把人烧死。
四、进行安全教育。

活
动
反
思



火是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东西，平时，我们
一直告诉孩子，火是
很危险的，火会带给
人类灾难。孩子对火
也许是惧怕更多一点，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
了火其实是人类进步
的标志，没有火，人
就不能进步，举了利
用火的几个例子，我
想，这下火在孩子的
心中，有了更深的印
象。

教师
姓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
班

活动
名称 《吃药安全》 时

间

201
9
年5
月3
日

活动
目标

1、了解随便吃药的危险性，懂得生病时要根
据医生的诊断服药，不可多服或误服，了解多
服或误服的危害性。
2、分享制作小药箱的快乐。

活动
准备

1、收集社会上因吃错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
例。
2、制作小药箱的材料：纸，固体胶，剪刀，
彩色笔人手一份。



活
动
过
程

一、故事导入
二、教师讲述实例，引导幼儿分析实例
1、教师讲述实例：牛牛一个人在家，突然肚
子不舒服，他打开家里的小药箱，看到了一种
妈妈曾经给他吃过的药，牛牛想：上次感冒时
妈妈就是给我吃这样的药，病就好了，现在，
我把这个药吃下去，肚子就会舒服的，牛牛拿
起药想吃。
2、幼儿讨论：牛牛能吃这种药吗？为什么？
小结：药物种类很多，每一种药都有不同的用
法来治疗一个病。但不能乱吃药、乱用药，用
错了药、吃错了药，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引
起更大的麻烦，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三、教师讲述乱吃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1、讨论：生病吃药时要注意些什么？
2、请幼儿当医生，说说怎样吃药才安全？
四、制作小药箱

活
动
反
思

孩子们了解了药物种类很多，每一种药都有不
同的用法来治疗一个病。但不能乱吃药、乱用
药，用错了药、吃错了药，不但治不好病，反
而会引起更大的麻烦，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教
师
姓
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
班

活
动
名
称

《我不挖耳朵》 时
间

20
19
年5
月30
日

活
动
目
标

1、知道耳朵可以听见声音，知道耳朵的重要性。
2、通过教师的讲解以及集体讨论，掌握一些保护耳朵的方
法。



活
动
准
备

耳朵谜语

活
动
过
程

一、猜谜语导入。
师：小朋友，我们来猜个谜语，看看小朋友聪明不聪明。
师：左一片，右一片，到老不见面。二、引导幼儿创编故
事。
1、师：你的耳朵长在哪里呀？
3、师：谁来说说，耳朵有什么用？没有耳朵会怎么样呢？
三、讨论保护耳朵的方法。
1、师：耳朵可以听见声音，耳朵很重要，我们应该怎样保
护自己的耳朵呢？
2、教师小结：不能往耳朵里放东西，不能随意地挖耳朵，
轻轻地和别人说话，不要对着耳朵喊叫，听到很响的声音
时，要张大嘴巴或快快地走开，有水进入耳朵，用棉球吸
干，耳朵不舒服要及时去医院。

活
动
反
思

孩子们了解了不能往耳朵里放东西，不能随意地挖耳朵，
轻轻地和别人说话，通过教师的讲解以及集体讨论，掌握
一些保护耳朵的方法。

教师姓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班

活动名称 《保护自己》 时
间

2019
年6
月5
日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学会避免受伤。
2、培养幼儿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好
品质。

活动准备 受伤的事例图片



活
动
过
程

1、启发幼儿结合生活经验，谈谈有关
烧伤、烫伤、破伤的情况
2、教师引导幼儿通过讨论的方法了解
应该怎样避免受伤
教师总结：如果烧伤、烫伤，可以把伤
口露在外面，用冷水冲洗，然后马上请
大人帮忙等。
4、总结评价，结束活动。

活
动
反
思

孩子们知道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活动中
积极性非常高。

教师姓
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
班

活动名
称 《制作安全标志》 时

间

201
9
年6
月14
日

活动目
标

1、通过制作安全标志，粘贴安全标志，引
导幼儿知道要保护自己身体的安全。
2、初步懂得避开危险物，不做危险动作。

活动准
备 安全标志一个、蜡笔、纸。



活
动
过
程

（一）讲讲：出示安全标志
a．小朋友，这是什么？
b．这是安全标志，有了这个标志，可以提
醒大家这个地方要小心.c．这是警告标志，
有了这个标志，代表这里有电，要小心！
不要碰。
d． 我们教室里还有许多需要提醒的地方，
大家动动脑筋自己来做一个安全标志。
（二）做一做：
幼儿设计制作，老师巡回指导，重点提醒
园点在下方。（三）贴一贴：
1、贴到你认为不安全的地方。
2、请幼儿说说自己设计制作的标记，为什
么贴在这里？

活
动
反
思

通过制作安全标志，粘贴安全标志，引导
幼儿知道要保护自己身体的安全。

教师
姓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
班

活动
名称 《安全用电》 时

间

201
9
年6
月21
日

活动
目标

1、了解电的用途，知道安全用电不会发生危险。
2、了解安全使用电器的基础知识。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
准备

1、幼儿用书人手一册。
2、电线一段、插座一个、“电”的标志一个。



活
动
过
程

1、在教师提问的基础上，初步了解电器的用途：
（1）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电器产品，你知
道哪些电器呢？它们有什么作用？
（2）这些电器给我们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方便，但
是这些电器要工作，都离不开什么呢？
（3）你知道电从哪里来？（发电站）
（4）教师小结：电给我们人类带来了许多方便，
我们的生活再也离不开它了。它是我们的好朋友，
但这位电朋友有时候也会发脾气伤人的。
2、出示电线，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1）这是什么？你在哪里见过？仔细看看里面和
外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教师介绍：这是电线，里面是铜线，会导电。
外面是塑料，包裹着铜线，是保护层，我们抓在手
里没有电。但是塑料坏了，我们就会碰到电，发生
危险。
3、组织幼儿讨论：
（1）如果你们家的电线破了，怎么办？（用专用
胶布包裹）
（2）如果你看见电线断落在路上，应该怎么办？
（绕过去）
4、出示插座，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1）这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2）教师介绍：这是插座，里面有铜丝或铜片，
可以导电，外面是塑料做的盒子，是保护层。如果
将手伸进去，就会碰到铜片，电就会传到人的身上，
发生危险。除了人和铜会导电，水也会导电，所以
小朋友不能用潮湿的手接电源。
（3）出示“电”的标志，让幼儿认识，并知道看见
“电”的标志就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5、引导幼儿观察幼儿用书，看图说说：图片上的
小朋友在做什么？他们这样做对吗？
使幼儿知道简单的安全用电常识，学会保护自己。
活动前给幼儿看各种家用电器的图片，激发他们的
兴趣。
在安全用电环节上，请孩子们再看使用电器正确与
错误的录像，知道安全用电的重要性。



活
动
反
思

科学活动重在激发幼儿的认识兴趣和探究欲望。在
本次活动中，我利用让幼儿分组自由讨论的方法，
自由的探索家用电器的名称、功用等，幼儿兴趣很
浓，讨论得很激烈，很多幼儿能根据已有经验讲出
自己知道的想法、结果。最后又启发幼儿用记录的
形式区分家用电器。很多幼儿能分辩出是否是家用
电器，本次活动达到了较好的教学的教学效果。

教师姓
名 赵淑娟 班

级 中班

活动名
称 《水灾的自救》 时

间

2019
年6
月28
日

活动目
标

1、初步了解水灾发生时自救方法，提高
保护自己的能力。
2、有环保意识，乐意为周围的绿化做力
所能及的事情。

活动准
备 水灾的图片若干



活
动
过
程

1、以谈话导入主题
(1)"小朋友想想如果我们这儿连续几天
都下雨，感觉会是怎样呢?有哪些不方便
呢?"
"如果大雨连续不停的下，将会发生什
么?"(幼儿交流)
(2)看图片，了解水灾的危害性
"连续下大雨发生了什么事情?洪水给人
们带来了哪些灾难?"(教师和幼儿共同边
看图片边交流)
2、交流感受和逃生方法
"看到这样的灾情你是怎样想的?""洪水
来了我们可以怎样逃生自救?"(发求救信
号、抱住树木、爬上屋顶)
3、了解洪水发生的原因
"现在为什么每年有特大洪水?""减少灾
害天气有什么办法?"
(教师告诉幼儿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与减
少水灾之间的关系)

活
动
反
思

幼儿初步了解水灾发生时自救方法，提
高保护自己的能力。

作业人员安全教育记录表

企业工厂三级安全教育记录表

企业工厂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合集

幼儿园安全教育记录



车间安全教育会议记录内容篇二

09.9

46

班会讨论

1、使学生了解有关生命的来之不易与宝贵，感悟生命的可贵。

2、使学生学会珍爱生命，学会自救的方法

1、导入

大家看一看这幅照片，你认识他吗

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简便。
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消失
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小结:人，应当珍爱生命。今日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珍爱我们
的生命--防溺水教育

2、溺水已成为我县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今年5月以来，
已发生数起中小学生在节假日溺水事件。随着天气逐渐变热，
溺水的危险将增加。

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识而溺水
死亡者时有发生。据有些地区统计，溺水死亡率为意外死亡
总数的10%。所以，我们外出游泳洗澡严格遵守“四不”:未
经家长教师同意不去；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深水
的地方不去；不熟悉的江溪池塘不去。

3、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



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4、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对水情
不熟而贸然下水，极易造成生命危险。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
事件，溺水者切莫慌张，应坚持镇静，进取自救:

（3）要是大腿抽筋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
决。

对于溺水者，除了进取自救外，还要进取进行陆上抢救:

（1）若溺者口鼻中有淤泥、杂草和呕吐物，首先应清除，坚
持上呼吸道的通畅；

5、课堂总结:

结束语:同学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明白的
东西，在无穷的探索里，你会看到光辉、灿烂的前景。祝愿
大家今日好，明天会更好！

车间安全教育会议记录内容篇三

一、谈话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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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家庭生活中仍然有许
多事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
成事故。下面就谈谈家居安全要注意什么：

1、用电安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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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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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
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二、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1、游泳需要经过体格检查。

2、要慎重选择游泳场所。

3、下水前要做准备运动。

4、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5、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6、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
来相助。



三、交通安全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
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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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儿
童不准骑自行车上街。

交通安全：全国平均每天发生交通事故1600起,死亡257人,受
伤 1147人,直接经济损失731万。真是令人痛心。针对我校位
于市繁华地段，存在着交通隐患。提醒学生们要特别注意交
通安全，上放学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时要提高警
惕，注意来往的车辆。及时消除交通隐患。

防火：学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防火是学校安全的重要问题，
学生宿舍是学校放火重点。1)禁止在校园、宿舍内吸烟、点
蜡烛。2)是禁止使用电炉、电褥等电器。2)定期检查防火设
施发现损坏应立即修复。希望大家能齐抓共管。共同参与到
校园安全防范的活动中来。

防盗：保管好个人财务。在上机、下课期间要锁好门窗。住
宿人员要遵守宿舍条例，禁止到他人宿舍乱串，坚决杜绝外
来陌生人员进入宿舍。在外乘车或外出期间要看管好自己的
钱财，对可疑人员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意识，发现盗窃事
件即时报警。



食品卫生安全：住校人员一律在校内就餐，外出购物时一定
要检查购买食品是否存有质量问题，对来路不明有卫生问题
的食品不要购买，发现有质量问题的食品要及时上报，饮食
后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体育运动安全：在体育运动中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听从体
育教师的安排和调度，不可私自活动或打闹。老师讲解动作
要领时要认真听讲，在做有一定难度的动作时要学会自我保
护，加强保护意识。在做器械运动时要检查好器械是否存有
安全隐患问题。

四、 发生火灾怎么办

1、 要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报警时要向消防部门讲清着火的
地点，还要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怎么样。

2、 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法
离开火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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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安全教育会议记录内容篇四

(1)认识生命来之不易，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

(2)认识生命的意义在于让它充实，焕发光彩。

(3)直面挫折，对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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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生命焕发光彩，珍爱
自己的生命。

(4)增强对挫折的勇气，培养笑对困难、挑战挫折的乐观精神。



：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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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以下几点内容进行提问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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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请老师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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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生命的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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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人才能创造财富，才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只有同学们



的欢声笑语、活泼身影，才能使我们的校园充满阳光，充满
生机。但是人的生命又是非常脆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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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心不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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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只有失去之后才能醒
悟。由于安全意识的淡薄，由于责任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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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大面积火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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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脱离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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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确定自己所处位置，根据周围的烟、火光、温度等分析判
断火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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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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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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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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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二层处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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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将绳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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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在这里过马路比较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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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继续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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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行人通过人行横道;黄
灯闪烁时，不准行人进入人行横道，但已进入人行横道的，



可以继续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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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走就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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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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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这些标志对于安全非常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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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行车使用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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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你已达到法定的骑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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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首先应该保持机件完好，安全设备、牌证齐全有效。
骑车前，应该先检查一下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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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已经掌握骑车技术，可单独骑车时，你还应该掌握以下
几条安全骑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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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安全教育会议记录内容篇五

公共教学楼b306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宿舍里，仍然有许多事情需要备
加注意和细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下列是宿舍安全
检查重点事项:

1、个人使用的电器、通信、照明等设备应贴合相关安全标准

2、严禁学生在宿舍使用电褥子、电壶、电炉等大功率电器

3、严禁使用酒精炉、煤气炉等设施

4、严禁白行变更原有电线线路及装置

5、严禁私拉乱接电线，电线缠绕床休

6、室内禁止存放纸箱、矿泉水（饮料）瓶等易燃品

7、严禁宿舍内点蜡烛、焚烧物品、使用明火、吸烟等

8、离开宿舍时应切断电源拔掉手机、电脑、充电宝等充电插
头，关好门窗

9、严禁使用床围子搭建“小房间”

10、严禁在学校及有舍内饲养宠物

11、严禁攀爬窗户、护栏，翻窗入室，禁止进入楼项天台

12、严禁在宿舍内酗酒、打架斗殴、赌博、吸毒等



13、严禁在宿舍存放或使用管制刀具、易燃易爆、有毒、放
射性等有害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