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安全逃生班会教案(实用9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大家
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
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安全逃生班会教案篇一

活动内容：

一、上学路上的安全

(一)行走安全

1、读材料：

日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事故持续上升，伤亡
惨重，损失巨大，事故总量已由1986年的29万起上升到77万
起，年均增长6.3%。死亡人数由1986年5万人升到的10.9万人，
年均增长5%。

2、学习行走的安全常识

每位同学必须牢记如下行走安全常识：

人行横道信号灯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过人行横道;绿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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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必须遵守的规
定行人须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靠右边行走;穿越马路
须走人行横道;通过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人行横道，须遵守信号
的规定;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人行道，要左顾右盼，注意
车辆来往，不准追逐，奔跑;没有人行横道的，须直行通过，
不准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不准爬马路边和路中的护栏，隔



离栏，不准在道路上推扒车，追车，强行拦车或抛物击车。

3、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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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交通事故怎么办?

(二)乘车安全

学习乘车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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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乘车时不要看书，否则会损害眼睛。

二、校园安全

(一)学习课间安全知识



课间上下楼梯时靠右行，在楼道内不得拥挤，嬉戏、打闹。
禁止滑楼梯栏杆，在教室内不能乱跑乱跳防止桌凳撞伤。课
间不得做危险的游戏，如用棒相互殴打，带刀到校相互比拼
等。

(二)学习上下楼梯要安全知识

提问学生上下楼梯要注意什么?生答后师总结：

1、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奔跑。

2、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扶好栏杆。

3、整队下楼时要与同学保持一定距离。

4、上下楼时不要将手放在兜里。

5、不要在楼道内弯腰拾东西、系鞋带。

6、上下楼靠右行。

(三)师强调如何加强教室安全

要求学生离开本班教室一定要关好门窗，要将钱和贵重物品
带在身上;不要把球带到教学楼，在教室楼的走廓上踢，这种
行为既违反了校规，又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试想一想，
若把玻璃窗踢碎，玻璃片飞入哪一位同学的眼中，哪后果是
不堪设想的。

(四)师解释为什么不能提前到校?

校门没开，一些学生在校门发生矛盾，无人调解会造成不必
要的伤害。

在校门外拥挤，会造成意外伤害。



活动总结：

同学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父母希望我们平安的度过每一
天，老师也希望我们高高兴兴地来，平平安安地回。所以，
我们要懂得关爱生命，学会自救自护。老师衷心希望今天的
班会内容能被大家牢记，并给你们的生活给予指导。

安全逃生班会教案篇二

一、教学活动目的：

1、宣传学习并贯彻我国“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
的基本方针，基本法规。

2、了解消防安全常识，火灾扑救常识，重视安全，珍惜生命。

3、学会正确使用液化气，煤气，电器，掌握灭火方法，自救
与逃生的方法，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二、教学活动重点：

消防安全常识，扑救常识，灭火方法。

三、教学活动难点：

掌握灭火方法。

四、活动准备：

1、师生搜集一些“消防安全事故”实例。

2、四瓶液化气(小瓶)，四个煤气灶(小)。

3、4台小灭火器。



五、教学方法：

自主参与实践、合作探究式。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教师讲述两个“火灾案例”以引起学生注意。

案例一

20_年2月23日，河南省新野县某小学四年级七名学生中午放
学后，到学校附近的个体电气焊修理部门前玩耍。其中1人出
于好奇，用火柴点燃自制电石桶(乙炔发生器)的细钢管口，
引起爆炸。当场炸死2人，重伤1人，轻伤2人。

案例二

20_年4月5日上午，山西省某煤矿第二小学四年级共195名学
生，在10名老师带领下，到七、八里外的山上春游，发生因
学生野炊引发大火，当场烧死学生29名，重伤1名，轻伤3名
的恶性事故。

(2)学生分组讨论(四人小组)“消防安全事故”实例，把所见
所闻讲述给同组同学听，以增强火灾预防意识，安全意识。

(二)分组讨论

“消防安全”应注意的.事项，火灾扑救的方法，及逃生方法。

(1)校园防火应注意什么?

(2)如何使用液化气、煤气?



(3)如何使用电器?

(4)外出野炊应注意什么?

(5)发生火灾时应如何报警?

(6)火灾扑救有哪些方法?

(7)人身着火时如何自救?

(8)楼房着火如何逃生?

(9)山林着火如何逃生?

(三)小组代表分题发言。

(四)学习“消防安全常识”

教材全文，学习“火灾扑救常识”全文。

(1)自学“消防安全常识”教材全文。

(2)男女生分组朗读“火灾扑救常识”教材全文。

(五)实践活动：

1、分4人小组，让学生实例操作怎样安全使用液化气、煤气
灶。

2、分4人小组，“用灭火器”演示如何“灭火”，让学生实
例操作如何使用“灭火器”。

安全逃生班会教案篇三

教学内容：



学习一些在家用电的安全常识。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让学生充分了解家居生活中的用电安全，增强
安全观念。

2、培养学生自护、自救的能力，健康成长。

教学重、难点：

树立自护、自救的观念，培养自护、自救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说到安全，

大家都能说出许多应该注意的内容来。

要是把安全和家联系起来，恐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同学们应该加以注意，尤其是在用电方面要小心对待。

三、用电常识。

1.观看视频用电知识

讨论、交流，了解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切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正在工作的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

2.联系生活谈谈用电安全。

(1)电视机只用遥控器关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此时的电视机仍
然处于待机状态，应该亲手关闭电视机的电源开关并拔掉插
头。

(2)冬天，电暖器用完后，一定要把插头拔下，不要让它处于
保温状态而不去管它。

(3)雷电天气时，要关闭正在使用的电器，特别是电视机、电
脑。

(4)使用电器的过程中，如果看到有冒烟、冒火花的现象或者
闻到焦味，都应该马上关闭电源开关，停止使用，并请专业
的维修人员检查。

四、自救知识。

(1)发现有人触电的时候，不要用手接触对方，可以想办法关
闭电源。

(2)拨打报警电话119

五、小结。

居家安全，注意用电。火已燃起，切勿乱闯。临危不乱，记
住出口。拨打119，等待救援。跳楼有术，虽损求生。

安全逃生班会教案篇四

教学资料：



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增加学生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学生食品
安全自我保护本事。培养学生从小讲卫生、不买零食的好习
惯。

教学要求：

经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学生在购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
鉴别，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教学过程：

1、主持人a宣布“食品安全与卫生”主题班会活动开始。

3、自由交流(教师给出相应的对策)：

1、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湿、擦、搓、捧、干”，人人饭前便后不忘做，病菌不入
口。

2、路边饮食、零食拒入口，疾病远离我。

3、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不吃隔餐食品、牛奶。

4、购买眼睛、鳞片明亮有光泽、肉质有弹性、无腥臭味的
鱼;呈粉红色具弹性的肉;绝不买头、脚部以及尾扇部变黑、
头部快脱落的虾。

5、防交叉污染：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贮放;烹调时，
生、熟食分开处理，坚持餐具与食器清洁。

6、禽畜类食物先除去内脏、清洗，并依每餐份量个别包装存
放冰箱;蔬菜去污、除烂叶，不以一般报纸(可用白报纸)包裹
置冰箱内，防油墨食入体内有碍健康。



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食品卫生习惯。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不购买“三无食品”。就
是没有商标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有
厂址的食品不能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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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烹调及保存食物
时应异常注意卫生，尤其是厨房环境设施卫生、个人卫生及
食品原材料调理都要注意。

2、除了服药预防外，食疗也是方便可行的选择。一根白萝卜、
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
就能够到达增强呼吸道防护本事的作用。

发生身体不适怎样办

1、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2、饮水。立即喝下很多洁净水，稀释毒素。

3、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能将胃里的食物吐出。

4、用塑料袋留好呕吐物或粪便，送医院检查，以便于诊断。

5、出现脱水症状(如皮肤起皱、心率加快等)，应尽快将国毒
病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班队活动小结：

喜欢零食是孩子的天性，但往往在吃得高兴的同时却忘记要
看看食品是否过期，是否变质，所以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安全
隐患。请同学们在享受零食时记住要吃安全放心的食品。预
防食物中毒，首先要讲究个人卫生，做到勤洗澡、勤洗衣服、
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换床单和被盖(一月一次)。坚持教室
环境的清洁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不暴饮暴食的良好习



惯。其次做到"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吃不洁瓜果、不
吃腐败变质食物、不吃未经高温处理的饭菜、不喝生水、不
吃零食。再就是要从食品标签上注意识别食品质量，选择安
全的食品是把住"病从口入"的第一关。

安全逃生班会教案篇五

设计背景：

近期，全国接连发生的几起校园重大安全事件，又一次敲响
了校园安全的警钟。鉴于当前学生对自己的安全意识不高，
再加上当今社会比较复杂，因此，应加强学生安全防范知识
的教育，指引学生自我保护的方法，提高防范能力，预防校
园伤害事故的发生。

教学目的：

1、懂得自我保护的重要意义。

2、学会不同场合进行自我保护的方法。

活动准备：

近期发生的几起校园重大安全事件的材料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材料二：“杀人血案”背后的思考

从这些惨案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行凶者都是年龄较大，
在事业和感情上屡受挫折，社会不满，为泄私愤而报复杀人。



不容否认，当今社会的确有很多阴暗面，社会矛盾也始终存
在着。郑民生的蜕变杀人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可以说不仅是
这些被害的小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
社会的“悲剧”。

二、出示课题《提高安全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看到这些消息，大家的心情一定十分悲痛!我们每个同学的生
命安全都是十分宝贵的，因此我们要珍视我们的人身安全，
学会自我保护。

三、指导与训练

1、当你遇到坏人威胁时怎么办?

学生讨论，然后教师总结：

(1)沉着冷静，机智周旋，不要采取硬碰硬的方法;

(2)以保住人身安全为首要前提，钱财乃身外之物;

(3)在可能的情况下，向他人求救，及时报警。

2、遇到坏人闯入校园实施暴力怎么办?

学生讨论，然后教师总结：

(1)尽快避开，迅速告诉老师;

(2)不能听凭坏人的摆布，不要怕，大声叫喊，引起周围同学
和老师的注意;

(3)迅速报警;

操作训练：请前后座的同学进行练习，如何对付以上情况。



请做得好的同学上来表演。

【小结】危险无处不在，比如，我们还可能遇到以下问题，
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做。

1、行走、骑车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2、如何使用液化气、电器?

3、发生火灾怎么办?

4、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5、哪些场所和行为容易发生雷击?

6、校内活动，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

7、校外活动，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

四、安全小常识

临危逃生的基本原则：

保持镇静，趋利避害;学会自救，保护自己;

想方设法，不断求救;记住电话，随时求救。

110—报警;119—火警;120—急救;122—交通事故报警

打电话时要说清地点和相关情况。

五、小结：

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切的前提
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提高安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



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安全逃生班会教案篇六

班会目的：

对学生进行用电、防火、防盗等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使学生学会一些自救的方法，让学生在遇到危险时能采取一
定的措施，保护自己。

班会准备：

《安全教育读本》

班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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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截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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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自己不能玩火。

其次：发现火灾要想办法自救。再次：要知道报火警电
话：119。

还要注意有电的要及时切断电源，同时要听从救火组织统一
安排。

三、防溺水

结合现实生活中因游泳、玩水等引发的溺水事故，结合我们
这些地方的天气和地域情况，要求学生不能私自到河滩、水
库等危险地方游泳，即使是在游泳池也必须有大人陪同和严
守规则。

同时，发现有溺水事件发生要及时报告大人，不能自行下河、
水库等救人，因为你们还不具有救人的能力。

四、结合实际进行防止高楼坠下、误服药物中毒等教育

五、班会总结

1、同学们小结，谈自己的收获。

2、班主任小结：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用电安全、防火安全、
防溺水安全教育，今后我们还会学更多安全知识，这样对你
们有很多的好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
希望同学们通过这次班会活动，学会珍惜生命，树立安全意



识。

六、作业

七、反思

同学们通过这次班会活动，学生学会了珍惜生命，树立了安
全意识，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安全逃生班会教案篇七

经过本次班会活动，让学生理解一次生动活泼的交通安全教
育，经过逼真的画面，翔实的数据，真实地讲述，使学生在
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学习交通规则，懂得交通安全重于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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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1、黑板上书写“安全记我心中”几个美术字。

2、确定男女主持各一人。

3、准备好珍惜生命的名人名言。

4、确定讨论题目：“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交通不安全隐患呢”

5、学生在班会课前自学《中小学生日常安全手册》。

6、准备好相关课件。

【活动过程】

1、导入：



2、请看材料(显示课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连续3年每年死亡人数突破10万大
关，10万鲜活生命葬于滚滚车轮之下，如此触目惊心的人间
惨剧，留给世人的该是多么沉重的警示和思索。

日前，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专家分析，虽然当前我区的交通
安全形势总的趋势有所好转，但仍然十分严峻。据统计，今
年1--8月份，我区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1__起，死亡99人，受
伤15__人，直接经济损失3181000元，涉及学生事故共有7起，
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

综观全国形势，20__年全国中小学生共死亡4205人，平均每
一天死亡就有12人，就是每三四天，全国就有1个班的孩子消
失了!

3、请再看具体的、血淋淋的交通事故场面。(显示课件)

(学生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交通故事)

5、谈起交通事故，大家无不感到形势严峻，谈起事故造成的
人员伤亡，无不感叹唏嘘。感叹、震撼之余，请同学们说一
说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或想法。

(学生能够各抒已见。)

(学生思考并表述)

7、师小结：这些血的教训向同学们敲响警钟!追根溯源，安
全意识淡薄、麻痹大意、违章违纪是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本原
因。--期望每个同学心中都有交通安全这根弦，时时刻刻记
着要遵守交通规则--接下来我们将以多种形式学习交通法规。
下头我们把这些交给我们的主持人--王禹(男)和朱梦彤(女)



(二)学生主持，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学习交通法规

1、学生交流讨论：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交通不安全隐患呢

(1)马路上追逐打闹

(2)跨越隔离墩

(3)在汽车间穿行

2、辨认交通标识。

(1)指挥灯信号

(2)人行横道灯信号

(3)车道灯信号

3、自行车安全骑法

4、学校安全

安全事故实例

5、认识交通标志，交通标语

6、请同学们谈谈观看后的感受。

7、祝福声声《一路平安》。

在父母眼里，我们是含苞欲放的花蕾;在教师眼里我们是展翅
待飞的雏鹰。父母，教师，在期待着我们，完美的明天在期
待着我们!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学习，同学们必须要把交通安全
牢记心中!



安全逃生班会教案篇八

1、通过对火灾事件的了解提高学生的防火意识,

2、掌握火灾中的自救常识,

3、加强防火意识，学习必要消防知识,

4、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增强学生火场逃生自救能力,

【教学重难点】

通过对火灾事件的了解提高学生的防火意识，充分了解火灾
中各种逃生自救的办法,

【教学过程】

一、我市火灾新闻记实情况导入：

二、火灾自救知识

遇到火灾时我们怎么办?

(一)、灭火

(二)、报警

(三)、逃生

1、要镇静，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盲目追随,

2、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要要因为贪财而延误逃生时
机,

3、做好简易防护，匍匐前进，不要直立迎风而逃



4、找好避难场所，固守待，不要盲目向光朝亮处奔,

5、缓降逃生，滑绳自救，绝对不要冒险跳楼,

三、小结：

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安全，掌握自救、自护的知识，锻
炼自己自护自救的能力，机智勇敢的处理遇到的各种异常的
情况或危险，就能健康地成长。

安全逃生班会教案篇九

活动对象：

一年级学生

活动目的：

1.教给学生一些在常见的多发性灾难中必要的逃生常识。

2.培养学生形成遇大事不惊慌的心理素质。

3.训练他们在灾难中的逃生技巧。

活动过程：

(一)火灾中看我逃生

(二)生存智慧讨论总结

1、拨打火警电话 119。

2、手捂湿毛巾排成纵队弯腰靠墙迅速离开教室。逃生中要避
免火、烟之危害， 一般离地面 30 厘米仍有残存空气可以利
用。



3、在逃离过程中要及时关闭后面的门，组织危险的追赶。

4、如果被关闭在屋里了，不高的地方要利用窗帘或者床单迅
速逃离。很高的地方要打开门窗子保证空气的流通。

(三)马路上的安全意识

(四)讨论总结

1、过马路左右看，不在路上跑和玩。

2、红灯停，绿灯行，看见黄灯等一等。

3、在马路上行走，要靠右边。过马路要走人行道。

4、放学路上不打闹，挨近队伍快点走。

5、仔细避开接孩子的车子。小心碰了!

小孩子总是记不住你告诉他的很多道理，为了加深孩子的印
象应该进行演习，从而帮助孩子识记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