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全月班会教案(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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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安全月班会教案篇一

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范文二

教学重点:让学生明白各种常见的交通信号、标志和标线，明
白有关交通常识，懂得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教学难点：加强交通法规知识的学习，遵守交通法规

教学过程：讲解交通安全事故案例

二、交通法规法律条文

法规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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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识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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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注意哪些?

4、为什么不能翻越护栏?

5、为什么不准扒车、追车、强行拦车?



6、为什么走路时不能看书或做其它活动?

7、骑自行车就应注意什么?

8、乘汽车时要注意什么?

9、遇到交通事故怎样办?

警示篇：1、骑自行车违反交通法规2、行走时违反交通法规

3、铁路或铁路口违反交通法规4、交通安全教育卡

三、观看小品--《爸妈，对不起》

情景二：一次来学校，他因在路在耽搁了一些时间，快迟到
了，在横过学校门口的的马路时，他因心急，不走人行横道，
想快速地跑向对面，就在这时，杯具上演了，就在他横冲时，
一辆车直接撞上了他，他倒在了血泊里。

情景三：因医院抢救他保住了生命，可从此他再也站不起来
了，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看着为他悲痛悲哀的爸爸妈妈，留
下了深深悔过的泪水。

本课小结

同学们，我们透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树立交通安全意识，
从精神上远离交通安全隐患，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继续进一
步搞好我们的交通安全教育，减少交通违章，杜绝交通事故。

四、交通知识问答课堂练习

1、行人在经过人行横道时，怎样走才最安全?()

a、一向向右看b、一向向左看



c、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2、行人在没有交通信号灯和人行横道的路口应如何透过?()

a、跑步快速透过b、示意机动车让行后直行透过

c、确认安全后直行透过

3、黄灯持续闪烁时表示()

a、有危险，车辆、行人不准透过

b、车辆、行人须注意观望，确认安全后透过

c、车辆、行人能够优先透过

4、当路口信号灯为红灯和黄灯同时亮时，它表示的是什么含
义?()

a、即将变为绿灯，做好起步准备

b、清理路口，不准通行

c、道路通畅，快速透过

5、机动车行驶时，除驾驶人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外，同车
还有哪些人要使用安全带?()

a、前排乘车人b、后排乘车人c、全部乘车人

六、课后作业

1、当你需要乘坐出租车时，你能够()



a、站在机动车道上拦乘b、站在路口拦乘

c、站在人行道上拦乘

2、当机动车停在机动车道上时，你应当怎样上下车?()

a、从机动车左侧下车b、从机动车右侧上下车

c、只要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左右侧上下车都能够

3、小红在等候乘坐公共汽车时，就应站在(，依次排队

a.机动车道上b.站台或指定位置

c.非机动车道上d.人行道上

4、小杨每一天都经过铁路道口，他在经过铁路道口时就应(

a.快速跨越铁轨b.进入到口，观察后透过

c.一停，二看，三透过

d.在栏杆放下时抢先透过

a.用手遮挡风光b.闭目缓慢形式

c.下车靠边避让d.迎着灯光行驶

七、应采取的措施

1、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

2、明白交通安全有些行为是不安全的



3、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择业观

4、培养青少年自我防范交通安全意识

5、一旦不安全的事情发生了，明白就应如何去处理

总结：

透过此次安全教育，期望对同学们有所启示，了解生命的可
贵，掌握有关的交通安全知识，正确应对自己所碰到的困难，
选取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建立正确的认知，树立用心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

安全月班会教案篇二

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日。以
下是由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出来的安全教育日主题班会，希
望能够帮到大家。

活动课题：自护、自救安全教育

活动内容：学习一些家居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知识。

活动要求：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学生树立自护、自救
观念，形成自护、 自救的意识，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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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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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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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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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学习生活安全知识，尤其在
校园，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掌握一些
自救自护的本领;珍惜生命，健康成长。

教学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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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安全的必要性，树立安
意识;增强安全的责任感。

活动对象：全体学生

活动地点：教室

活动准备：安全知识

活动过程：

我们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我们的安全倍
受家人、老师的关注。让我们安全记心中，记住人生美好，
步步小心。一年级四班《和谐校园 安全伴我行》主题班会现
在开始。



1、日常行为安全：不携带刀具、火种或其它危险品进入校
园;不在楼梯、走廊上打闹、挤搡;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拥挤、
不抢行。要做到“轻声慢步靠右行”。

2、体育课体育运动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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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随意投掷器材。

3、集体活动安全：班级、年级组织的户外活动、要遵守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4、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团结友爱。若存在分歧、
矛盾要及时沟通化解，不要大打出手。若发现对方寻衅滋事
应及时向有关老师反映情况，寻求学校的帮助。

5、安全顺口溜：

上课小腿莫伸长，走廊狭窄不疯狂。

上下楼梯靠右走，危险游戏一扫光。

同学之间有磨擦，宽容谦让是良方。

播放相关的安全知识内容影片。

1、像这种情况，我们班发生过吗?

a.用铅笔或其它尖锐的东西互相打闹。

.在教室里互相追赶。

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学生回答)



2、在我们学校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注意安全，找一找哪个地方
需要注意安全?(同学自由发言)

师小结：同学们找的这些安全隐患非常好，是学校的问题下
课后老师会及时向学校领导反映，自己的问题可要及时改正，
防患于未然。

3、安全知识问答。答对就得一颗星。

选择题：

(1)同学之间发生小摩擦时，下列处理方法正确的是

a、原谅同学或报告老师，让老师处理。 b、记恨在心，事后叫
人一起教训对方。 c、据情节给予报复。 d、叫家长到学校来教
训对方。

(2)在预防饮食安全方面做的不妥当的是

a、购买包装食品时，要查看有无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单
位。

、餐具要卫生，要有自己的专用餐具。

c、在外就餐时，选择较为便宜的，无证无照的“路边摊”。

d、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

(3)乘车时较为安全的行为是

a、在道路中间拦车。 b、上车时争先恐后。c、车辆行驶时，头、
手不伸出窗外。 d、不乘坐无牌、无证车。

(4)遇到别人打架时( )



(5)遇到火灾时，拨打( )

a、110 b、119 c、120 d、121

(6)在道路上行走时( )

判断题：

(1)使用刀具时，互相比划、打闹。 ( )

(2)用湿手触摸电器，用湿布擦试电器。 ( )

(3)用手或金属制品去接触插头底部。 ( )

(4)当不慎摔倒时，身体尽量往前，保护自己的头部。( )

(5)用沙子或泥土打仗。 ( )

(6)下雨天，在湿的地面上奔跑。( )

(7)站在凳子上往阳台下看。

(8)上花栏墙，比比谁跳得远。 ( )

(9)没有老师的监护，不可以玩单杠或双杠。( )

(10)下了雪，不可以在雪球里包上石块向同学打去。( )

四、班会尾声

同学们，你们这次班会开得非常成功。通过这次班会，我们
学到了许多安全知识，希望同学们在学校能够自觉遵守安全
规则。珍爱生命，把安全牢记心中。时时刻刻注意安全。



安全月班会教案篇三

1、通过观察图片、看例子，说出踩踏事件产生的原因。

2、通过观察图片情景模拟说出防踩踏事件的自救。

教学过程：

一、校内安全教育

（一）校园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可请学生列举一些现象）

（二）学生集会、集体活动、课间活动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
项。

二、了解踩踏事件悲剧的发生

（一）、图片、例子回放

国外踩踏事件国内踩踏事件

（二）、讨论：

1、踩踏事件产生的原因。

2、怎样预防踩踏事件的产生？

3、怎样面对学校踩踏事件？

三、预防对策大家谈

（一）、可能导致踩踏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人群较为集中时，前面有人摔倒，后面人未留意，没有止步。
人群受到惊吓，产生恐慌，如听到爆炸声、枪声，出现惊慌



失措的失控局面，在无组织无目的的逃生中，相互拥挤踩踏。

人群因过于激动（兴奋、愤怒等）而出现_，易发生踩踏。因
好奇心驱使，专门找人多拥挤处去探索究竟，造成不必要的
人员集中而踩踏。

（二）、假设情境：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办？

（三）、如何预防和避免踩踏事故

1、发觉拥挤的人群向着自己行走的方向拥来时，应该马上避
到一旁，但是不要奔跑，以免摔倒。

2、如果旁边有可以暂时躲避的地方，可以暂避一时。切记不
要逆着人流前进，那样非常容易被推倒在地。

3、若身不由己陷入人群之中，一定要先稳住双脚。一定不要
采用体位前倾或者低重心的姿势，即便鞋子被踩掉，也不要
贸然弯腰提鞋或系鞋带。

4、如有可能，抓住一样坚固牢靠的东西，尽量抓住扶手，防
止摔倒。待人群过去后，迅速而镇静地离开现场。

（四）、掌握自救方法

教学顺口溜

人挤心别慌，摸墙贴边走。

不怕脚踩风，就怕手抓空。

扶稳抓稳后，接着向前走。

如果被挤倒，身体缩成球，



双手抱颈后，护好头颈胸。

安全月班会教案篇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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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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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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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防溺水

不许擅自去冰上玩耍，小心冰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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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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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不满12周岁的孩
子不许上道骑自行车)

消除交通隐患。

五、防火

冬季风大，秸秆进家门，防火发生火灾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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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防盗

保管好个人财务。陌生人人身安全(铁观音，好吃的好玩的)
闩好门

防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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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防校园暴力



八、食品卫生安全

内宿、中伙生一律在校内就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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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防冻，防感冒·

冬季温度较低，天气寒冷，注意添加衣物以防冻伤。室内外
温度差大，外出活动注意增减衣服，平时锻炼身体，预防感
冒和流感的发生。十·注意燃放烟花爆竹安全。

在春节期间，学生不燃放烟花爆竹，注意人身安全，预防火
灾发生。

小结

安全来自谨慎，事故出于麻痹。只要大家提高警惕，珍惜生
命，树立安全意识，相信我们一定会远离伤害，健康成长。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只有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才能过
个安乐祥和的春节。寒假即将到来，春节在向我们招手，希
望大家时时刻刻注意自身以及周围人群的安全，防止安全事
故的发生。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让安全系着你、我、他，愿我们的生活每
天都充满阳光和鲜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平安快乐
的寒假，愿平安和幸福永远着伴随我们大家!

全体学生签名：班主任签名：

安全月班会教案篇五

1．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被拐骗案例、引起同学们对防拐骗、



防盗的重视。

2．通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盗
知识和被拐骗后的自我解救方法。

一节课

2．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盗知识。

３．了解一些被拐骗后的自我解救方法。

（一）导入

１．学生自由发言，陈述所搜集到的被拐骗被诱拐的事例。

２．呈现主题。

（二）被拐骗被诱拐的事例

柴伟是郑州市民，一个月前他16岁的儿子在郑州火车站附近
突然走失，经过多方打听，柴伟得知儿子被人贩子卖到了山
西黑窑场做了苦工。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另外五
家和他一样丢失孩子的家长，几位家长开始联合在山西黑窑
场寻找孩子。在将近两个月的寻找过程中，他们只找到了一
家丢失的孩子，却解救了另外50多名素不相识的童工。这三
个孩子，都是刚从山西被解救出来的。

（三）小组讨论：吸取以上案例的教训，我们应如何防拐骗
防诱拐？

（四）防拐骗知识

１．掌握动向。外出一定要跟家长“请假”。

２．教点本领。告诉孩子家庭住址、父母工作单位的全称以



及电话号码，并要求记住。要告诉孩子因迷了路或被拐骗、
被绑架，应找警察或拨打“110”电话。

３．防陌生人。告诉孩子，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不要请陌
生人带路，不能搭乘陌生人的车出去，更不可食用陌生人给
的饮料、糖果和其他小食品。

４．约法三章。父母与学校要讲定通常来接孩子回家的人，
并一起去跟教师熟悉情况，把接送人的电话号码告诉教师，
无人接送时，就留在学校，或请教师打电话给父母等接送人。

5．巧施“伪装”。欲留孩子一人在家，要有意识在门口放几
双大人的鞋子，使歹徒难以看出家中只有孩子一人在家，并
告诉孩子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五）上当被拐骗后自我解救方法：

１．沉着冷静，注意观察犯罪分子的人数、交谈内容，从中
摸清犯罪分子作案的意图。在摸清对方的意图后，要想方设
法，在适当的时候，寻找借口逃跑如上厕所、装病。不要与
犯罪分子当面顶撞，以免受皮肉之苦。

２．一旦被软禁，要装作很顺从的样子来麻痹对方，使犯罪
分子放松警惕。一有机会就接近窗户、天窗、通气孔等通向
外界的地方，想办法向邻居、路人呼救，或者写纸条、扔东
西。纸条内容大概是“我被坏人关在××地方，请报警”，
这不仅使自己免遭不幸，而且使犯罪分子很快落网。

３．如果已被人贩子卖掉，要冷静，想办法拖延时间，可以
说身体不适，或用温柔的语言哄骗对方。抓住机会向你能够
接触到的人求救，如向清洁工人求助。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要
大声呼救。见到警察、机关单位等要想办法靠近并求助。

４．打110电话求助。不论是哪个电话，都可打110，电话打



通后，要讲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以便警察及时查找。逃出
来后，要迅速找到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妇联等机关组织报警、
寻求帮助。

（六）小结：

1、学生总结：通过这次活动，你学到了什么？

2、班主任总结：

20xx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