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安全行为检讨书(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不安全行为检讨书篇一

找和治理安全隐患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总结出作业过
程中的人不安全行为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侥幸心理。其特征是：碰运气，认为操作违章不必须会
发生事故；往往认为“动机是好的”，不会受到责备；自信
心很强，相信自己有潜力避免事故发生。

即便伤害了也不必须很重。因此容易容忍人的不安全行为的
存在。但久而久之，随着不安全行为的构成便成了职工的作
业习惯，这样必然会导致事故的发生。所谓不怕一万，就怕
万一，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务必从第一次违章抓起，坚决
予以纠正，决不允许人的不安全行为的存在。

二、冒险心理。其特征是：一是争强好胜，喜欢逞能；二是
私下与人打赌；三是有违章行为但没有造成事故的经历；四
是为争取时间，不按规程作业；五是企图挽回某种影响等。
有冒险行为的人，一般只顾眼前一时得失，自以为能一举成
名，而不顾客观效果，盲目行动，蛮干且不听劝阻，把冒险
当作英雄行为。

三、麻痹心理。其特征有：一是由于是经常干的工作，所以
习以为常，并不感到有什么危险；二是此项工作已干过多次，
因此满不在乎；三是没有注意反常现象，照常操作；四是职



责心不强，得过且过。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沿用习惯性的
方式进行作业，并凭借“老年感的经验”行事，从而放松了
对危险因素的警惕，最终酿成了事故。

四、贪便宜、走捷径心理。其特征是：把必要的安全规定、
安全措施、安全设备认为是其实现目标的障碍。这种贪便宜、
走捷径的心理是职工在长期的工作中养成的一种心理习惯。
例如为了图凉快不戴安全帽，为了省时间而擅闯危险区域，
为了多生产而拆掉安全装置。这种心理造成的事故举不胜举。

五、逆反心理。逆反心理是指，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某些
职工的言行在好胜心、好奇心、求知欲、思想偏见、对抗情
绪之类的意识作用下，产生一种与常态行为相反的对抗心理
反映。主要表现为：不理解正确的、善意的规劝和批评，坚
持其错误行为。例如，要求他按操作规程操作，结果是他自
恃技术颇佳，偏不按规程操作；要他在不了解机器性能及注
意事项的状况下不要动手，他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偏要去动
去摸等。

透过凑兴行为发泄剩余精力，它有增进人们团结的用心作用，
但也有导致一些无节制的不理智行为。

七、从众心理。主要是指职工们在适应大众生活中产生的一
种反映，不从众则感到有一种精神压力。由于从众心理，人
的不安全行为或行动就会被他人效仿。如果有些职工不遵守
安全操作规程并未发生事故，那么同班组的其职工也就跟着
不按规程操作。否则就有可能被别人说技术不行或胆小鬼。
这种从众心理严重地威胁着安全生产。因此，要大力提倡和
扶植班组内遵章守纪的正气，在违章行为刚刚产生之时就予
以纠正，以防止从众违章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八、自私心理。这种心理与人的品德、职责感、修养、法制
观念有关。它是以自我为核心，只要我方便而不顾他人，但
是后果。俗话说，违章不反，事故难免。要保证安全就得远



离违章，远离违章就务必从源头遏制人的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纵观历史，往往发生事故的源头都在于人的不安全行为和因
素的发生，所以务必持之以恒的强化职工的安全意识，不断
提升职工的安全素养，加大职工的安全教育力度，丰富职工
的安全教育资料，真正的构成安全预警思维和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使每一名职工都能认识到违章的危害性，让每一名职
工都能在工作中自觉遵章守纪，一切以安全为中心，作业做
到标准化，安全做到意识化，思想做到职责化，真正的到
达“安全生产，预防为主”的要求。这样，人的不安全行为
和因素的发生就会被抛于九霄云外，各种事故源头也会自然
蒸发！

不安全行为检讨书篇二

如何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呢？能够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用安全知识充实员工

我们要紧紧抓住提升员工安全素质这一“牛鼻子”工作，要
改善安全培训方式，本着“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精什
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强化对员工的安全培训，
加大培训考核力度，激励员工学文化、学知识、学技术、增
本领，打造本质安全员工队伍，做到知行合一，人、机、物、
环协调、和谐。

2、用安全理念引领员工

理念，即人的理想与信念。一个人生活在世，不仅仅为了自
己而活，同时也承担着十分艰巨的家庭职责和社会职责。家
庭幸福首先是建立在亲人安康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要教育
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安全观，使员工珍爱生命
讲安全，真正做到为自己、为亲人、为企业、为社会而安全
工作。



3、用安全文化浸润员工

我们要不断完善安全文化制度，做到与时俱进，逐步构成与
企业安全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文化，提
高文化的执行力，规范员工安全行为，弘扬安全工作正气，
发挥安全工作正能量，构成遵章守纪光荣、违章蛮干可耻的
良好风气，使员工置身于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中慢慢浸润，
以养成良好的安全工作作风，争做本质型安全员工。

4、用安全制度规范员工

不讲规矩，不成方圆，我们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用制度管人，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使大家自觉养成遵章守
纪的好习惯。与此同时要强化制度执行考核，透过具体规范
制度的落实和刚性考核，促使员工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做
到不违章、不蛮干。

5、强化监管、约束员工

有效的现场安全监督是规范员工安全行为，确保各项安全制
度措施执行到位，实现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我们要进一步
加强基层安全监管队伍建设，加大动态巡查监察力度，消除
各类“三违”现象，尤其是要对班组、岗位基层作业单元的
重点监管，从而扎实有效地规范员工行为，实现员工行为安
全和作业安全。

6、用安全绩效激励员工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安全奖惩机制，逐步变“以罚为主”
向“罚奖并举”至“以奖为主”的格式，在员工工资中加大
安全考核权重，加大安全工资比重，使员工感到奖的动心、
罚的痛心，心服口服，构成人人为安全工作出力，个个为安
全工作争光的氛围。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财
富的创造者。

人的安全行为是生产安全工作中的核心环节，只要人的行为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贴合规范、贴合要求，生产安全事故将会
大大减少。

以上是本人多年来在乡镇安监部门工作中的一点体会，不足
之处指正！

总结精选（2）：

人的不安全行为与物的不安全状态

探求事故成因，人、物和环境因素的作用，是事故的根本原
因。从对人和管理两方面去探讨事故，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
的不安全状态，都是酿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不安全行为检讨书篇三

不安全行为指的是可能导致超出人们理解界限的后果或可能
导致不良影响的行为。按行为的主体来分类，不安全行为能
够划分为组织的不安全行为和个体的不安全行为。

组织的不安全行为指的是在组织的经营宗旨、政策、措施等
经营战略中没有把安全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没有制订或者没
有完善安全生产的规划和措施，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忽视
安全管理，给安全生产带来不良影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过
分强调经济效益，忽视安全投入；在技术和设计上没有完善
的安全设施；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不够；劳动组织不合理；
对安全生产工作缺乏检查和指导；没有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
的规章制度；对事故隐患没有及时进行整改。

个体的不安全行为指的是个体从事的导致事故或不良影响的



行为。具体表现为违反规章制度，违反操作规程，违反劳动
纪律。

个体的不安全行为不仅仅受人的思想、动机的支配，而且受
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同时又与行为人的工
作经验、技术水平、安全素质、身体条件等有关，有必须的
随机性和偶然性，表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有时难以预测和
控制。事实证明，人出现一次不安全行为，不必须就会发生
事故、造成伤害。然而不安全行为，必须会导致事故。

等有缺陷，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设备的管理人员忽视安全，没
有消除事故隐患造成的。生产场地环境不贴合安全要求在很
大程度上又是人的不安全行为的结果。这些都反映出人的不
安全行为对企业的安全生产构成极大的威胁。

个体人经常地稳定表现的潜力、性格等心理特点的总和，称
为个性心理特征。这是在人的先天条件基础上，受到社会条
件影响，经过具体实践活动，理解教育而逐渐构成、发展的。
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不会完全相同。人的性格是个性心理的
核心，因此，性格能决定人对某种状况的态度和行为。鲁莽、
草率、懒惰等性格，往往成为产生不安全行为的原因。

非理智行为在引发为事故的不安全行为中，所占比例相当大，
在生产中出现的违章、违纪现象，都是非理智行为的表现，
冒险蛮干则表现的尤为突出。非理智行为的产生，多由于侥
幸、逞能、逆反、凑兴等心理所支配。在安全管理过程中，
控制非理智行为的任务是相当重的，也是十分严肃、十分细
致的一项工作。

实践证明，不安全行为的心理有9种。

(1)马虎心理：做事情心不在焉，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就进行工
作。



(2)侥幸心理：制度设计或实际操作嫌麻烦，总想走“捷径”，
违背了事物的运行规律。

(3)自满心理：对重复的事情不重视，犯经验主义错误。

(4)浮躁心理：心理处于不稳定状态。

(5)投机心理：没有科学的头脑，耍小聪明。

(6)逆反心理：不尊重科学或不满意管理，做事情与你对着干。

(7)莽撞心理：做事情不计后果。

(8)懒散心理：不愿意动脑，删减安全操作程序。

(9)盲从心理：跟随别人，不动自己的头脑。

因此，及时发现工作人员存在的不健康心理因素，并采取对
策加以消除，是安全生产管理者值得注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
工作方法。

不安全行为检讨书篇四

安全与不安全是相对的概念。如果把安全描述为平静、正常、
没有事故，那么，发生了事故必须是不安全的。事故总是要
构成人体伤害或造成财产损失的。虽然，人们并不期望发生
任何事故，但是，事故却总是在人们对危险因素控制不力时
而突然发生。

从事施工过程中，随时随地都会遇到、接触多方面的危险因
素。一旦对危险因素失控，必将导致事故。因此，探求事故
成因，人的不安全行为是酿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不安全行为是人表现出来的，与人的心理特征相违背的，非
正常行为。人在施工作业中，曾引起或可能引起事故的行为，



必然是不安全行为。人出现一次不安全行为，不必须就会发
生事故，造成伤害。然而不安全行为，必须会导致事故。

人在自身因素基础上，处理环境因素的刺激程度，是决定人
的行为性质的关键。人能够正确的执行决策所确定的行为，
对造成良好的施工安全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人的失误将造成
施工的不安全。人的失误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人失误具有与人潜力的可比性

工作环境可诱发人失误，以及反映高岗位人员职责缺陷等特
性。由于人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施工中凭直觉、靠
侥幸是不能长期成功维持安全生产的。当编制操作程序和操
作方法时，若侧重思考生产和产品条件，忽视人的潜力与水
平，则有促使发生人失误的可能。

二、人失误的类型

在各种性质、类型的施工作业中，从事施工作业的各类操作
人员，都可能发生人失误。而操作者的不安全行为，则能导
致人失误而发生事故。能够认为，事故也是人失误直接导致
的结果。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的起因所引发的人失误不属于
同一类型。

1、随机失误。由人的行为、动作的随机性质引起的人失误，
属于随机失误，与人的心理、生理原因有关。随机失误往往
是不可预测，也不重复出现的。

2、系统失误。由系统设计不足或人的不正常状态引发的人失
误属于系统失误。系统失误与工作条件有关，类似的条件可
能引发失误再出现或重复发生。在人构成习惯后，不能适应
操作程序变化或偶然状况时，系统失误会明显出现。

三、人失误的表现



一般要出现失误结果以后，是很难预测的。比如遗漏或遗忘
现象，把事弄颠倒，没按要求或规定的时间操作，无意识动
作，调整错误，进行规定外的动作等。

四、心理紧张与人失误的关联

人大脑意识水平降低，直接引起信息处理潜力的降低，影响
人对事物注意力的集中，降低警觉程度。意识水平的降低是
发生人失误的内在原因。饮酒、疲劳等生理因素，不安、焦
虑等心理因素，温度、噪音等物理因素，以及技能、经验等，
都能使人的心理紧张度改变，表现为人失误数量的变化。操
作不熟练、经验缺乏的人，其心理紧张度要比操作熟练、经
验丰富的人高。因此，经常进行教育、训练，合理安排工作，
消除心理紧张因素，有效控制心理紧张的外部原因，使人持
续最优的心理紧张度，对消除人失误现象是十分重要的。

一切从事施工作业中的工作人员，只有理解严格的安全教育
与训练，提高安全施工知识，才能有效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
减少事故的发生。

总结精选（4）：

人的不安全行为是指不贴合交通安全规范，有可能导致交通
事故的发生，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人的行为。人的不
安全行为能够分为有意的和无意的两类。

人的行为是人的有机体对于刺激的反应，是人透过一连串动
作实现其预定目的的过程。

1.人的行为的一般过程

外界事物的变化（刺激）作用于人的有机体，人体做出行为
反应，到达改变外界事物的目的。



人从理解外界刺激到做出行为反应，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复杂
的心理过程。外界事物（刺激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眼、耳、
鼻、舌、身），引起神经冲动，沿着传人神经到达中枢神经
（主要是大脑）。中枢神经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后发出指令，
透过传出神经，指挥运动器官（手、脚、声带等）做出行为
反应。

2.人的心理过程及其对安全的影响

人的意识水平能够分为五个阶段，各阶段的特点和对人的安
全的影响如下:

阶段一——人处于没有意识的状态，如睡眠中。

阶段二——人处于意识不清醒或朦胧状态，如酒肌、瞌睡、
极度疲劳，从事单调工作时出现的无精打采等。这是一种不
安全的意识状态。

阶段三——大脑活动松驰的意识状态，如休息、进餐、从事
很熟悉顺手的工作。人在这一意识状态下注意力不集中，思
维消极，只能从事比较一般的工作。

阶段四——大脑活动用心敏捷的意识状态，此时头脑清醒，
思维活跃，注意力集中，且范围宽广，反应迅速，决定果断，
是较为可靠的意识状态。

阶段五——过度紧张，恐慌，如在出现意外危险状况时的意
识状态。此时尽管大脑的活动高度兴奋，但注意力、决定力
只集中于眼前，思维潜力下降，很容易出现误操作，是一种
不安全的意识状态。

人的行为是人的有机体对外界事物刺激做出行为反应的过程，
人的行为反应有时是无意识的，多数状况下是有意识的。无
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行为反应都要经历一个复杂的



心理过程，人的不安全行为是与这一心理过程的状况密切相
关的。

不安全行为检讨书篇五

心理原因：如思想不集中，产生错觉，个性不良，情绪不稳
定等；

生理原因：如疲劳、体力、视力、运动机能、年龄、性别差
异等；

技能原因：如完成操作有困难，技能不熟练等。

（二）客观原因

管理原因：如规章制度不健全，操作规程不落实，协调配合
不当，监督检查

不力，信息传递不佳等；

教育训练原因如培训制度不健全，教育资料缺乏针对性，教
育方法不佳

等；

设施环境原因：如路面状况、道路设施、气侯条件不佳等；

社会原因：如生活条件、家庭状况、人际关系不佳等。

人的不安全行为可分为有意的不安全行为和无意的不安全行
为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