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班会 学校安全
教育班会教案(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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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班会篇一

对学生进行用电、防火、燃气安全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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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谈话导入

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是八年级的学生了。有很多事情我们
都可以独立完成了，家长和老师也把你们看成了小大人。下
面老师有些问题要问问大家，看看你们有没有为成为一名小
大人做好准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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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安全?

3、不当的使用会导致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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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防范措施

1、家里的插座、插头不能乱动。

2、全家外出时要切断家里的总电源。

3、不私自拆卸、维修电器。

4、使用和操作电器要注意不能有湿水。

5、一旦出现电器故障，立即截断电源。

五、注意防火

过渡：生活中，有哪些环境中，用到火?

1、出现过的'一些火灾是怎样引起的?(不小心留下了火种)

2、提出问题讨论：如果你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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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结：万一发生意外及时拨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时应做
到：要说出哪里着火了，火势怎样，是如何着火的，还要说
出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如果你置身于火场，必须沉着、冷静。
绝对不能慌张。要一个一个地沿着安全通道按次序逃离现场，
不然就会踩死很多人!”同学们，如果学校真的发生了火灾，
千万不能慌，要齐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保住生命财产，
大家都知道--生命比金子更保贵。”



六、小心使用燃气

故事导入：20__年x月x日晚，__像平常一样在家里写作
业，__的妈妈搀扶着脚部受伤的爸爸走进浴室，__写完作业
后出来找妈妈连喊几声都没有听见应答，她来到浴室门口，
听见里面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同时闻到一股煤气味，她
赶快用力推开门，只见父母已双双昏倒在浴室的地上。面对
此景，__并没有慌乱，她想起课堂上所学的紧急自救知识，
按照了老师教授的方法，迅速关上煤气阀门，打开门窗，由
于现场残存煤气，她担心打电话可能引起爆炸，于是她拿起
爸爸的手机，跑到外面打110、120报警后，还拨通了几个亲
戚的电话求救。由于抢救及时，__的父母终于从死亡线上被
拉了回来。

这个故事警示我们，生活中我们应该掌握一些安全自救的方
法。这样才能够远离危险，快乐的生活。但生活中有些人往
往忽视了这些问题，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讨论：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使用燃气呢?

1、晚上睡觉前和外出时关闭煤气总开关。

2、白天家里有人时，保持厨房窗户打开，使空气流通，预防
煤气中毒。

3、使用燃气热水器时，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打开厨房窗户，
关门厨房的房门，预防煤气中毒。

4、发生燃气中毒后应该迅速关上煤气阀门，打开门窗，(在
泄漏的房间内不能开灯、打电话)走到外面迅速拨打110、120
等及时求救。

总结：时代代召唤跨世纪人才，而跨世纪人才首先要学会生
存。同学们，别忘了，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学会保



护自己，让所有的孩子们天天快乐，日日平安，成为生活中
的强者。

(友情提醒：家中客人来去较多，督促吸烟的客人掐灭烟头，
小心留下火种。同时在生活中做到不玩火，小小的一颗火心
都有可能引起火灾。特别提醒在寝室中不能带易燃易爆的物
品。如：打火机、摩丝等。)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班会篇二

1、通过活动，使学生了解废旧塑料袋的危害，增强环保意识。

2、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想象能力。

3、通过活动，增强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

1、让学生观察周围环境，说说环境的变化，并了解当今社会
人们是如何处理废旧塑料袋的。

2、教师收集有关的图片、数据、文字资料和录象带。

1、教师用的展板一块，照片、文字材料（粘贴好）。

2、录象带。

3、地球图片、文字、双面胶带、钢笔。

4、学生研究用的方案和宣传稿。

一、计算导入： （算一算）

2、学生计算，教师板书。

日 320000平方米 0.32平方千米



月 96000000平方米 96平方千米

年 116800000 平方米 116.8平方千米

3、“我们新泰市的总面积是1933平方千米。结合上面的数据，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为什么？（加上宾馆、饭店以及我市大大小小的厂家，超市，
商品零售场所。总量将大大超出了上面的这个数字）如此之
多的塑料袋足以铺满整个市的天空。多么可怕的景象。我们
的城市就有那么多的废旧垃圾袋，那么全世界呢？”

5、出示地球图片，讲述全球使用塑料带的现状，贴上废旧塑
料袋覆盖的效果。

“今天，老师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关于废旧塑料袋的
问题。这可是个世界级的难题，你们有没有信心挑战它？”

二、观看录象 ： （看一看）

“就从咱们新泰市来开展研究。接下来，让我们从录象中去
看看我市产生的废旧塑料袋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1、学生观看录象。

2、“看了刚才的录象，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我们市是国家园林城市，难道我们能任由这些废旧塑料
袋散布在大街小巷，影响我市的形象吗？你们能不能为环保
局的叔叔阿姨出出主意，帮他们想想如何处理这些已经产生
的塑料袋垃圾？可以吗？”

三、研究方案： （写一写）

1、学生研究，教师巡回指导。



2、全班交流，教师提要求。

交流建议：

（1）、其他小组在汇报方案时，所有的同学都要做个文明的
小听众。如果你有不同意见或同一小组的成员要补充的话，
请等这位同学汇报完再发言。

（2）、如果你们组的方案和前面小组的方案相同或类似，那
么你就不必在重复。

3、随机补充：

四、联系实际： （说一说）

“让我们为同学们这些创意的方案鼓掌。如果国际上还没有
采用的话，你还可以申请专利！同时同学们还可以将你们的
创意以书信的形式寄给环保局，看看能否为我们市的环保工
作作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除了为环保局的叔叔阿姨想出这些处理垃圾的办法外，我
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该注意些什么呢？”

1、学生说说自己的想法。

2、教师评价。

五、活动延伸： （试一试）[机 动]

“刚才我们的同学都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但是光靠我们班的
同学，毕竟力量有限。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想想，
用什么办法能使全校的同学，全社会的公民都参与到保护环
境、减少垃圾的行动中去？”（宣传）

“你们想怎么宣传？”（指名说）



“接下来，老师请大家发挥集体的智慧，把想宣传的内容写
下来，好吗？”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班会篇三

教学内容：

防溺水安全教育

教学目的：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
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教学重点：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教学过程：

一、老师谈话引入

二、活动设计

1.老师先向学生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教育学生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大海、青山
头水门、池塘、无盖的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
结伴到海边、池塘边钓鱼、游泳、玩水。

(2)教育学生在来校、离校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下江游泳。



(3)我们是小学生，很多同学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有学生不
慎掉进江河、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未成人不能冒然下水
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箭来相助或拨打“110”。

2.老师谈谈事例，并由学生扮演小品

本学期__学校在周末，几名学生到讲河边钓鱼玩，有两名学
生不慎溺水死亡。这个悲惨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什么?这几个同
学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1)议一议：

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 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
则?

(2)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3)由这个事实谈谈我们的心得体会。

3.说一说 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三、小结：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
希望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
守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班会篇四

教学目标：

1.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公共安全教育，培养学生公共安全意



识，提高中学生面临突发事件自救自护潜力，加强安全防卫
意识教育，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最大限度预防安全事
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中学生造成的伤害。

2.了解生活中和在校期间可能出现的不安全隐患。

3.掌握紧急状况下的逃生策略。

教学要求：

知识方面：了解有关知识;明确危害安全的行为。

潜力方面：透过学习，时刻提高警惕，自觉做好防范工作。
掌握自救方法，提高自护潜力。

觉悟方面：认识安全的必要性，树立安全意识;增强安全的职
责感。

教学重点：危害安全的行为，及自救措施。

教学方法：讲座

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
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1.当前，在中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缺乏正确的安全防卫心
理，他们中有人被敲诈，有人被欺负，甚至有人被杀害，此
类案件比比皆是，甚至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对我们中学生
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十分重要。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材料一：据《报刊文摘》报道：四川某学校的低年级学生张
某，从入校常受到高年级男生的敲诈，他自己不敢花零用钱，
省下的零用钱“奉献”了哪位“大哥哥”。有一天，该学生
被逼急后，偷了同班同学的随身听，被老师查出后，才说出
了偷窃的原因，此案令人震惊。

材料二：据《羊子晚报》报道，重庆某中学生，由于上网吧，
在网吧里结实了一位社会青年，该青年常以向家长、向老师
通报他上网吧为由，向该中学生勒索香烟、钱等。之后有一
次发展到在路上争吵，该生被社会青年动手毒打，幸好
被“110”巡警发现，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开始了立案侦查。
有少数学生被欺负，一向不敢告诉老师和家长，而是请社会
青年来“摆平”，最后酿成了流氓斗殴。我校前两个学期在
原高一、高二、高三、初三的个别学生中都分别发生过本校
学生因打篮球或食堂打饭发生争执，没及时报告老师妥善处
理，而采取欺骗老师请社会青年和我校体招生帮忙，使用禁
止带入学校的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致使学生受伤，造成严重
的恶果。给学校、家庭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管制刀具包括如下：

(1)匕首、三棱刀、三棱刮刀、半圆刮刀、侵刀、扒皮刀、羊
骨刀、猎刀、弹簧刀;

(2)刀体八厘米以上，带自锁装置或非折叠式的单刃、双刃尖
刀;

(3)武术用刀(能开刃的)、剑等器械;

(4)少数民族用的藏刀、腰刀、靴刀;

(5)其它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的刀具;

(二)学校要求如下：坚决禁止学生携带管制刀具，易燃、易



爆等危险物品到学校及宿舍中。对违反安全规定，擅自携带
管制刀具及危险物品及时予以没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关警
告和处理。对多次违反学校安全规定的住校生屡教不改者，
按学校有关安全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并予以退宿。

采取的应对措施：

第一、要学法、守法、懂法、用法。

第二，要有及时报告的意识。个性是个子矮小，体力单薄的
学生遇欺时，要及时报告家长、老师，请求其出面解决。

第三、要有机警的报警意识，即遇危急时临危不惧，寻找脱
身之遇，求助于警方帮忙。

第四、要谨慎交友。

二、紧急状况下的逃生策略

(一)地震地震，群灾之首。强烈的破坏性地震瞬间将房屋、
桥梁、水坝等建筑物摧毁，直接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还
会诱发水灾、火灾、海啸、有毒物质及放射性物质泄漏等次
生灾害。

前兆：地震发生前，人们常可观察到一些自然界的反常现象，
这就是地震前兆。比如，地声、地光、井水异常(水突然变浑
或突升突降)，一些动物比人类敏感，如猫狗发疯般的乱咬狂
叫，老鼠成群结队的搬家，鸡到处飞，猪、羊等大牲畜乱跑
乱窜等等。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班会篇五

通过班会让学生理解：节约资源必须从我做起，平时的点点
滴滴中应注意减少污染，关注环境，关注生命，善待自然。



本次班会活动，使学生了解学校的环境情况，增强学生的环
保意识和社会责任心，增强学生"爱我学校，美我学校"的意
识，为环保问题出谋献策，培养主人翁意识；让学生明确环
保的重要性，让他们自觉行动起来共创“绿色生活和生态文
明”。

让学生真正明确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感受人与自然和协相处
的.必要性。

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演讲，活动与表演相结合。在自由轻松
的氛围中体验“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的意义。

第一项：出旗！

第二项：唱队歌

班主任主持：同学们，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球上，
地球妈妈给了我们鲜花，草地，山川，河流。让我们幸福的
生活。我们要不要对地球妈妈说一声谢谢。是的，我们要好
好珍惜地球妈妈给我们的一切，让她更加的将康美丽。

多媒体播放（美丽的大自然）

多媒体播放 （被破坏的大自然）

同学们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家找一找谁是大自然的破坏
者？

“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发言
（每组2人）：

1、要珍惜生活中的每一滴水，哗哗流淌的自来水并不是永不
枯竭的，并且应管理好水源，避免有毒物质污染水源。

2、我们要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充分利用大气的自净能力，



厂址选择，烟囱设计，城区工业区规划等要合理。绿化造林，
使更多植物吸收污染物，减轻大气污染程度。

3、绿色是世界最美的颜色，爱护校园环境、公共设施，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乱仍瓜皮果壳、烟头，不随地吐痰，不
在教室课桌、墙壁上涂画。

4、我们要杜绝"洋垃圾"入侵，注重利用垃圾，使这些污染物
转变成有益之物，为人类造福。

5、我们要严格限制车辆鸣号的声级，禁止长时间连续鸣号；
减少家用电器的噪声污染，在室内养些花草，在庭院种些树
木，吸收部分噪声污染；禁止夜间施工噪声和餐饮业及营业
性文化娱乐场所噪音，禁止在城市市区使用高音广播或采用
其他发出高噪音的方式从事商业活动；防止露天娱乐集市及
室内装修、娱乐等活动的噪音，控制城市区域机动车喇叭噪
音。

6、 “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需要我们大家去努
力，举手之劳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去做，如果每个人都行动起
来，则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让我们把节约与环保当作校园
的流行理念。

7、作为新世纪的人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党中关于建设节约型社
会和创建绿色生活和生态文明的号召，加强节约、环保意识。

8、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倡合理消费，珍惜校园的各种资
源，做勤俭节约的模范，上课时将通讯工作调节成无声状态，
共同营造绿色文明课堂。

9、对开展“倡导绿色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的活动，我发出
以下倡议：

一要节约用水；



二要节约用电，及时关掉相应电源，做到人走灯灭；

三要爱护校园环境及公共设施；

四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0、需要做以下几方面：

一、要减少对一次性物品的使用，避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二、要爱护校园环境公共设施，养成良好习惯做到不乱仍垃
圾，不随地吐痰。

为迎接本次主题实践活动，我班修订的保护环境珍惜资源倡
议：

1、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做到人走水关，人离灯灭，把珍贵
的资源用在最需要它们的地方。

2、生活中尽量使用可降解塑料袋，可循环使用的塑料、金属
制品，使用无汞电池，不要让祸害遗千年。

3、出行多走路，多骑车，多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少乘坐私家
车，增强自我体制，减少释放不明气体。

4、不食用青蛙等有益动物或保护动物，为我们的自然多留一
点生机，为自己多留一个朋友。

5、不使用一次性木筷，不乱攀折砍伐花木，不随意践踏草坪，
把绿色还给大地。

6、废物利用，变废为宝，使它们的价值因为你的手得以提升。

合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平时节约一滴水、一张纸；不用一次性筷子；做到不吃野生
动物、不采野生植物；不捕鸟；不抓蛙；不打蛇。爱护家乡
一草一木、关爱生命、保护野生植物，树立绿色观念，讲究
文明生活方式，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推进全社会生态文明建
设。

通过此次班会让我们大致了解什么是“绿色学校”和“生态
文明”，大家意识到了平时没注意到的生活细节，认识到只
有共同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美好的
环境人人有责。环保并不遥远，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为“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而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发一份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