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法制安全教育班会的心得体会(实
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心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
的总结和反思。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法制安全教育班会的心得体会篇一

通过这次班会活动，使学生了解各种法律及安全常识，知道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同时教育学生懂得什
么是犯罪，什么是违法，养成自觉遵守和维护法律，增强青
少年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意识，培养他们运用法律的
能力。

1、搜集法制案例

2、准备法制小品3个备用

1、通过小品展示学习法律至少得重要性。

2、看交通安全的视频进行法律、安全常识问题抢答，班级学
生展示小快板《做个守法的好少年》。

3、联系实际，探讨身边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寻找解决的对
策。

4、班级宣誓，争做知法懂法合格中学生。

5、班主任寄语。

6、合唱班歌。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陈：今天我们的课堂很不寻常，来了很多老师，让我们用掌
声对到来的老师表示欢迎。

陈：为了加强我班的法制意识，特意把法制教育作为本次班
会的主要内容。

合：《法在心中》主题班会现在正式开始。

李：昨天有个同学问我学法律有什么用我不违法就是了。

李：有那么严重吗只要我不违法，就不会被法律找上麻烦。

陈：那可未必，许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许多
案件发生了，犯罪嫌疑人还不以为是呢。

李：照你这么说，我们在学校里有时候在不经意间就触犯了
法律吗

李：还能怎么样不就一个饮料瓶子吗

陈：出大事了，那个瓶子正好把楼下70岁的王老太砸死了，
现在我同学都被公安局带走了呢说是过失杀人呢。

陈：请欣赏有我们班级的表演的小品。

(老师总结)

李：感谢刚才为我们表演小品的各位同学。

陈：是啊，生活中有许多的小事，稍不小心可能就会小事就
会变成大事。最终还会造成违法犯罪呢。所以我们不仅要知
法，还要守法。



合：中学时代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我们不但要学会各种知识，
更要学会如何做人。只要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相信我
们6班就会做得更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唱一曲《军歌》送给
在座的老师们。请您们相信我们六班是最棒的。

法制安全教育班会的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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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题：法制教育(自护、自救安全教育)

教学内容：学习一些家居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知识。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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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难点：学会如何实施自我保护。

教学方法：例举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二、交通安全

案例|一、3月31日11时55分，河南省潢川县小学生杨明亮(男，
8岁)，在丰台区富丰桥东韩庄子路口步行由北向南横穿机动
车道时，被由西向东驶来的李元元(女，24岁，北京市公交总
公司603车队)驾驶的大公共汽车当场轧死。

案例二、2月11日14时5分，大兴区黄村镇狼各庄村村民薛新开
(女，7岁)在由南向北步行横穿公路，适有河北省固安县解家



务村司机杨建中(男，19岁)驾驶农用四轮车由东向西驶来，
农用车将薛新开撞出，薛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

1、分组讨论、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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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不准骑自行车在公路上行驶。

三、防溺水安全教育。下面给大家讲几个游泳所带了的惨剧。

(1)20_年4月23日下午，廉江市安铺镇3男孩结伴下河捞蚬不
幸溺水，导致2死1失踪。

(2)20_年1月8日，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郝家庄上郝村西塘处，
因开发商挖沙导致地面出现大坑，聚集河水后结冰，4名小学
生和1名幼儿在冰上溜冰时不慎落入坑中溺水死亡。

(3)20_年3月3日，海南乐东中学2名初三学生到河边钓鱼，不
慎落水身亡。

(5)20_年6月9日，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杨庄中学7名初三学生
结伴在莱芜汇河下游游泳时溺水身亡。

(6)20_年6月9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桃洪镇文昌村5名小学
生在桃洪镇竹塘村向家山塘游泳时溺水身亡。



(7)20_年1月1日下午两点左右，广东汕尾陆丰市湖东镇南四
坑水库发生一起溺水事故，造成4名小学生死亡。

(8)20_年1月7日，河南信阳光山县南向店乡天灯小学发生一
起溺水事故，造成4名儿童溺亡。(9)20_年4月21日，广东珠
海中大珠海校区一名20_级本科生凌某，在校园内沕水湖意外
溺水身亡。

(10)20_年5月5日，北京市吉利大学一名大二学生在十三陵水
库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1、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2、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相助。

3、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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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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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食品安全教育。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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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存在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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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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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保持教室、宿舍及环境的清洁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
不暴饮暴食的良好习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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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要从食品标签上注意识别食品质量，选择安全的食品是把
装病从口入”的第一关。

5、不吃三无产品食物，不吃发霉、变质的食物。

6、不乱吃野果，更不要捡路边的果吃，以免中毒。

七、防拐骗。

带她回家等花言巧语骗取了杨某对他的信任，上了他的摩托



车。半路上，他企图__污杨某，却被杨某狠狠地咬断一截舌
头。歹徒惨叫着逃走了，但他因落下伤残，很快就被公安机
关捕获。

2.讨论案例：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小组展开讨论。谈谈自己的
感受。前者不但勇敢而且机智，因为她不但保护了自己，而
且打击了歹徒。而后者的胆孝恐惧不但助长了歹徒的气焰，
还使自身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因此，面对不法侵害，特别是
严重的不法侵害，首先要勇敢。因为勇气能给人以信心，给
人以力量，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1)、不吃陌生人的东西。

(2)、不听陌生人的话。

(3)、不跟陌生人走。

(4)、不和陌生人讲话。

八、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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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安全教育班会的心得体会篇三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对学生进行清明节祭祀交通、防火安全
教育，提高学生安全意识，保证清明祭祀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教学过程：

一、课题导入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缅怀先人、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根据规
定，清明节放假时间安排为：4月4日--4月6日，4月7日回校



上课。节日中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为了防患于未然，在此，
我们特别提出以下几点要求，请同学们共同遵守。

二、清明节加强安全防范：

（一）、崇尚文明祭祀:

上山扫墓祭祖倡导用植树、献鲜花、花圈等文明祭祀方式悼
念逝者;上山扫墓不要有乱砍林木行为，扫墓后要带走所有的
垃圾，不要遗留废弃物在山上，以免破坏生态环境。每年一
到清明节，到处都在烧纸钱，烟灰随风飘散，很污染环境，
尤其是很多市民在路边烧纸钱，碰上易燃物还容易引发火灾，
特别是有些坟墓在山上的，危险更大，烧完后处理不好，引
起火烧山，损失更严重。如果用送花代替烧纸钱，既环保又
能表达自己对先辈的怀念。告诉吸烟的家人和亲朋不要将烟
头随手乱丢，因为这样也会引起火灾。

(二)、防火安全。

每年清明节都是火灾的高发期，因为人们有在墓前焚烧纸钱
拜祭先人的风俗，非常容易导致意外伤害或火灾等事故发生。

1.请同学们参加野外活动时不要擅自带火种（打火机、火柴
等），同家长一道祭祀用火时千万要把周围的易燃物弄干净，
如果不小心引燃了周围的易燃物就很容易失火烧山，酿成大
错。

2.燃烧祭祀物品应尽量慢慢用小火，防止风大刮走燃烧的物
品从而引起失火。

3.祭祀仪式结束后，不要立即离开，要仔细察看刚刚烧过的
地方还有没有火星，一定要让火星完全熄灭后才能放心离开。

4.请所有同学回家告知家长，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如果有



谁不小心引燃了森林，谁将会负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

5.如果有森林失火，请同学们不要参加救火行动，因为你们
小，无自救能力，很容易出现伤亡事故，这样就造成了更大
的损失，所以不允许小学生救火。发现失火要尽快在大人指
引下远离火场，并及时报警。火警电话是119。

（三）、交通安全。

我国每年因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约10万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人数占60％以上。我国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位居世界首位，
平均每天有280多人死于车祸。其中中小学生占总人数的8％
左右。这个数字向人们敲响警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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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乘车时，要密切关注车况，严禁乘坐非法客运车辆；乘坐
公共汽车，要排队候车，按先后顺序上车，不要拥挤。上下
车均应等车停稳以后，先下后上，不要争抢。乘车时不要把
头、手、胳膊伸出手窗外，以免被对面来车或路边树木等刮
伤；也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以免伤及他人。

2.步行时，要注意来往车辆，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
路，要靠路边行走。结伴外出时，不要相互追逐、打闹、嬉
戏；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围情况，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
看书、看报或做其他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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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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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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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动车通过时才可以穿越马路。不要突然横穿马路，特别
是马路对面有熟人、朋友呼唤，或者自己要乘坐的公共汽车
已经进站，千万不能贸然行事，以免发生意外。



4.同学们要记住，出门前应该及时与家长沟通，告知家长去
向。

（四）、防传染病、防食物中毒。

1、坚决不去购买路边小吃、流动摊贩的食品，不暴饮暴食，
以免发生食物中毒和诱发肠道传染病。流感高发期尽量避免
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

2、做好手足口病、流行性腮腺炎、流感、风疹等春季传染病
的防控。平时做到三多：多喝水、多通风、多锻炼。提高防
病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注重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外就餐时注意饮食卫生安全，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
饮食习惯。

3、假期间应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正常作息，按要求完
成学习任务，假期过后，应按时到校。

法制安全教育班会的心得体会篇四

1、通过本次主题班会，学习和掌握一些安全常识，增强学生
安全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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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过程：

一、用亲情激发学生“我要安全”的意识。

二、让学生了解安全知识。

1、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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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暖时，屋内要注意开窗透气防止煤气中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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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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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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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4）冬季有霜冻，路面较滑，有时还有大雪、大雾天气。行走
要当心，骑车上学要结伴而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严禁乘



坐无牌无证等不符合规定的车辆。遇到温差大的天气，要及
时适时增减衣服、穿好棉鞋棉袜，戴好手套，防止冻坏身体、
冻伤手脚，防止学生感冒。

四、总结：

总之，生活中处处有危险，时时有祸患，只有靠我们谨小慎
微，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安全，讲究科学，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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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保证我们平安
健康地成长。

法制安全教育班会的心得体会篇五

高中二年级学生

人教版美术课本

在美术表现活动中，大胆地采用各种造型方式，并借助语言
表达自己的想法，尝试使用各种材料进行设计与表现，以游
戏的方式观察事物，进行感官体验，通过看、想、做等方法
进行学习，体验设计和制作的乐趣。

1、教学指导思想：以新课标理念为基础，以第一学段中
对“造型表现”、“设计应用”学习领域的阶段目标为要求，
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创造精神、发展学生的美术实践能力
为目的，使学生获得对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形成基本美术
素养。

2、设计思路：高中的学生处于转折期，身心发展水平接近于
成熟状态，但是缺少科学的观察方法与训练，因而易产生情
绪；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增强，知识和社会素养不断提高，
且具有较强的判断、辨别、分析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设计标志是很难做到的。因此，放宽要求，降低难度，



能使更多的学生掌握标志设计的简单方法。本课以问题激趣，
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学生能力范围内，倡导学生
进行探究性学习，让学生在合作探讨过程中互助互学，提高
审美能力，鼓励学生大胆创作，共同完成学习目标。

3、组织方法：在游戏时，采用小组的方式进行，促进学生之
间的合作交流和共同进步。完成作业时，采用自由组合的方
式进行：能力高的学生可自己完成，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力；能力低的学生可自由组合成学习小组，共同合作完成目
标。

课题

标志设计

课时

1课时

学习领域

设计应用造型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