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外伤心得体会(精选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
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以下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外伤心得体会篇一

本学期我校在政治学习中学习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此次学习深有体会。

学校是否属于学生的监护人之争、分清责任主体是承担损害
赔偿的前提，妥善解决学生伤害引发的经济纠纷，是校方与
家长之间化解矛盾、消除分歧、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稳
定社会的关键。当前我国校园伤害事故之所以难处理、处理
难，就在于人们对校园伤害事故责任主体的认定上，存在着
观点分歧，导致在法律规定上，无法可依，在实际问题的处
理中，也无据可寻。是不是只要学生在上学期间发生伤害事
故，学校都要承担责任？如果不尽然，学校又是在什么情形
下应对在校学习期间受到伤害的学生承担责任？在诸如此类
的问题上，学校与家长之间的看法常常相悖。家长认为，学
生只要到校学习，家长就将其监护责任转移给了学校，学校
不仅应当对学生的学习负责，而且应当承担学生在校期间的
安全；而校方则认为，学校不是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人，不
负有对学生的监护职责，学校是否承担学生事故损害赔偿的
责任，是基于教育法对学校管理职责的规定，对学生承担有
限的管理责任。我由学习感触到学校管理职责范围与学校事
故责任承担根据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判断学校及教师对事故
的发生及其后果有无过错、过错大小，来确定责任主体，依
此进行损害赔偿，应是分析、解决此类纠纷遵循的一般原则。



1.意外事件。中小学生意外伤害事件是无法预见和不可避免
的，学校及教师对事件无任何过错，不负任何责任。但如果
事故发生之后，教师没有在学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措施
救险，延误了治疗，造成伤害者伤情加重，就应负责，这是
一种事后责任承担。2.学生在上课期间因互相打闹而受伤害。
上课期间，教师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对在此期间发生的`学校
事故，教师承担责任大小，要考虑到学生的年龄。但需要强
调的是，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在管理职责上的不同要求并不意
味着人为地降低教师应尽的管理职责。3.学生受伤不是学校
所为，但与学校场所设施管理不完善或教育教学仪器、设备
保管、存放有关，学校要承担部分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
学校场所设施造成的学生伤害承担责任，与学校建筑设计、
施工中暴露的质量问题关联，但更多地与教职工是否及时发
现事故隐患并及时向学校报告有关。4.学生课余时间受伤。
课休时间是事故多发段。教师的职责，是要培养学生安全意
识和躲避危险的能力，这是其一；其二，一旦发生事故，要
及时采取措施做好善后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还
提醒我们，如果发生伤害事故，学生或其监护人应当承担相
应的责任，不能完全推给学校，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如
不能协商解决，可依法起诉。每位教师都要牢记：当学生发
生伤害事故时，要及时通知家长并紧急救助。因学校、学生
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相关当事
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
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
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
的非主要原因，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避免了老师、家长和
学校之间不必要的扯皮。也让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管理和保护工作。学生应当遵守学校纪律，在校期间听从老
师的教导，不得从事危及自身或者他人安全的活动。如果发
生伤害事故，学生或其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完
全推给学校，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
依法起诉。



外伤心得体会篇二

10月28日上午，幼儿园的保教主任给我们进行了《幼儿园意
外事故的预防与处理》的培训，通过这次讲座，使我对安全
知识有了全面的了解，对校园安全工作的开展有了更深的认
识。

主要有：

一、幼儿园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主任在培训中举了很多实例，利用许多她们幼儿园以及其他
幼儿园内发生过的一些安全事故，使我深刻认识到幼儿园安
全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尤其是其中一个案例让我印象深
刻：家长没有跟老师说明幼儿早餐已经吃的很饱，孩子在幼
儿园午餐老师又让他把饭给吃完。在午睡的时候食物倒流，
造成气管堵塞。虽然及时采取救治措施，但终归没能留住孩
子的生命。这个案例使我深受震撼。但主任的这个案例给我
们敲了一个警钟，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除了要加强晨检工作
外，还要与家长做好沟通，让家长明白隐瞒的危害，这样能
帮助老师了解每位幼儿的身体状况，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幼儿园的安全管理。

幼儿园的安全管理关键在前期的预防工作，一是要成立幼儿
园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二是要建立安全制度及各种应急预案，
三是要强化幼儿园内部管理，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四是要定
期进行安全教育及培训，五是要正确进行安全事故的处理和
完善报告制度。

三、幼儿园常规事故的发生与处理。

作为一个幼儿园教师，首先要有爱，因为爱能产生责任感，
有了责任感才能小心谨慎地注意和关心任何与孩子安全相关



的事物，细心周到地处理孩子的问题。我个人的感受就是，
从教时间越长，胆子越小。胆子小不是坏事，它促使我时刻
对于可能发生的危险状况有所警惕并预先加以防范，提醒我
始终把幼儿安全放在首位。其次，作为幼儿教师要了解幼儿
意外伤害发生的要素是哪些，才能有针对性地加以防范。作
为一名有责任心的幼儿教师，应该是充分地了解幼儿意外产
生的一些相关知识，在保证幼儿安全的情况下，仍能提供给
他们最大的游戏和学习空间，而不是以安全为借口而限制孩
子。

最后，事故发生了要有处理对策，要主动联系家长，一起去
医院，做好家长安抚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正确认识
和对待幼儿园安全问题，用专业的关爱和不懈的安全教育，
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孩子稚嫩的身体不受伤害。

幼儿园意外伤害培训心得体会2

1、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让孩子了解保护什么?怎样保护?

2、提高孩子的动作发展水平。根据调查显示，受到伤害的孩
子往往是那些动作发展不好的孩子。其原因是孩子中心不稳、
平衡感不好，所以遇到紧急情况身体一时反应不过来或是无
法控制，就很容易造成伤害。因而从孩子刚上幼儿园，我们
就鼓励孩子积极参与体育锻炼，针对个别孩子动作发展差，
来进行动作指导。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活动中提高身体灵活
性、反应能力、控制能力等。

3、养成良好的常规习惯也是减少幼儿园意外伤害的途径之一。
孩子在活动中，如能自觉听从教师指导，有次序的进行活动，
会大大降低意外伤害的可能。

意外伤害的处理方法：

1.摔伤和骨折



如果幼儿不小心从高处摔下来，身上、头上磕青了，或起来
包，那就是淤血了。这时不要急着给孩子揉，因为越揉淤血
越厉害。(可以涂点化瘀、消肿类的药物，)如果头朝下摔了
下来，要注意观察幼儿有没有脸色发白、眼神发直、爱睡觉、
呕吐现象。如果出现这些现象可能是脑震荡，要立即把幼儿
送医院。如果幼儿摔倒后，胳膊不能动，或者不能走路了，
很可能出现骨折了。这时切记不要去揉、捏，试图把变形或
弯曲的肢体弄直，这样只能加重骨折。

2.烫伤

轻度烫伤的处理方法：如果是皮肤表面的烫伤，能够做好紧
急处理，不会留下任何伤痕。先用冷水冲洗烫伤部位20分钟
左右，使皮肤冷却可缓解疼痛，减弱红肿程度，防止形成水
泡。如果水泡已经形成了，不要弄破，也不要往患处任何药
膏和药水，可在上面置一块清洁、无绒毛的纱布之后用抗生
素药膏涂抹，以免受到感染。

外伤心得体会篇三

外伤是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小到划伤皮肤
还是大到骨折，都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和困扰。在我多年的生
活经历中，我遇到过不少外伤，虽然每一次都让我痛不欲生，
但同时也使我对外伤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通过这些经历，
我逐渐领悟到了外伤害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及时处理外伤十分重要。时间对于外伤的治疗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任何一种外伤如果不能及时、正确地处理，就
可能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困扰甚至严重的后果。我曾经在一
次意外中受伤，当时并未注意到伤口严重程度，结果导致伤
口感染，引发了更大的疼痛和并发症。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
及时处理外伤的重要性。在受伤后，我们应该立即清洁伤口，
使用消毒药物进行处理，并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协助，避免外
伤的进一步恶化。



其次，外伤忍痛是必须的。外伤常常伴随着剧痛，而对于很
多人来说，忍受痛苦并不容易。然而，只有忍痛才能使我们
保持冷静和理智，更好地处理外伤。我记得有一次我意外切
到了手指，异常剧痛让我感到无法忍受，但当时我意识到如
果情绪过于激动只会加重疼痛，于是我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
深呼吸，集中注意力，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痛感，也能更好地
处理伤口。外伤时，我们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便能
够更好地处理伤势，提供必要的急救。

第三，注重外伤的预防。预防比治疗更重要。许多外伤是可
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在生活中多加注意，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就能避免很多意外的发生。比如在骑自行车时，我们应该戴
上头盔；在经过交通繁忙的道路时，应该保持警惕。此外，
定期体检也是防止一些突发疾病引发外伤的好方法。我曾经
因为粗心大意在楼梯上滑了一跤，差点骨折。这次经历让我
深刻认识到外伤的危险性，从而更加注重预防措施。

第四，外伤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痛苦。虽然外伤给我们带来
很多不好的感觉，但它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让
我们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并激发我们更加坚强和勇敢。
当我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看到其他患者遭受的疼痛，我的痛
苦立刻相对来说小了很多。外伤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
的人情味，让我们更加关心他人，体会到他人的关爱与帮助。
通过外伤，我们可以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可以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力量。

最后，外伤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每一次外伤都是我们对生
命强烈警示，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我曾经有一次差
点被车撞倒，当时我被车底躲过，但想到差一点就面临生死
的境地，我不禁感慨万分。从那以后，我更加珍惜生命，也
更加懂得活在当下的重要性。外伤让我明白了生活的可贵，
教会我积极乐观地面对一切困境，激励我更加努力地活着。

总之，外伤是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给我们带来



了许多痛苦和困扰，但是通过外伤我们也能够获得一些宝贵
的心得体会。及时处理外伤是首要的，外伤忍痛是必须的，
注重预防外伤是重要的，外伤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痛苦，还
有珍惜生命的更深感悟。希望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
提高，我们能够越来越少地遭受外伤的痛苦，但同时也要学
会从外伤中学习和成长。

外伤心得体会篇四

近年来，由于交通事故、工伤事故等的发生，外伤伤害事件
也逐渐增多，给受伤者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作
为一名多年从事急救工作的医务工作者，我在处理外伤伤害
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领悟。下面，我将结合自身经历
和体会，分享一些关于外伤伤害的心得体会。

首先，切勿慌乱。在面临外伤伤害时，许多人常常因慌乱而
采取错误的处理方式，导致伤情加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无论是面对自己还是他人的伤情，我们都应该冷静下来，尽
量保持头脑清醒和镇定自若。慌乱只能加重事态的恶化，而
冷静和理智的处理方式则能够避免更多的损伤和危险。因此，
我们在面对外伤伤害时应该首先做到保持冷静，并及时呼叫
急救人员。

其次，做好伤情评估。在处理外伤伤害时，伤情评估是至关
重要的一环。我们需要通过观察受伤者的症状和体征，来判
定伤情的严重程度并作出相应的处理。通过触摸、视觉和听
觉等多种方式来判断伤势的轻重，及时寻找出伤者的痛点，
并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处理。同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简单
的急救工具来辅助评估，比如体温计、血压计等。只有全面、
准确地评估伤情，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科学的处理方案，避
免伤者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再次，正确施行急救措施。正确的急救措施是保证伤者安全
和伤情缓解的重要步骤。但是，由于急救过程中的整个过程



十分关键，任何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伤者的不可逆伤害。因此，
在进行急救时需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尤其是伤口的处理和包
扎，要细致、固定、干净。此外，我们还要根据具体伤情选
择合适的急救措施，尽量不要盲目使用药物和工具，以免加
重伤情或引发一系列的副作用。总之，正确的急救措施可以
有效降低伤者的痛苦，并为后续治疗和康复奠定基础。

最后，重视伤者的心理护理。外伤伤害不仅会对身体造成伤
害，还会对伤者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在处
理外伤伤害时，我们同样需要关注伤者的心理状态，并给予
适当的心理护理。我们可以通过耐心倾听、关心和安抚等方
式，引导伤者积极面对伤情，树立信心，加强自我保护能力。
同时，我们还可以向伤者介绍一些可以缓解压力和焦虑的方
法，比如呼吸法、冥想等。良好的心理护理可以有效提高伤
者的康复速度和生活质量，重塑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总之，外伤伤害的处理和应对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需要医
务工作者和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急救常识和技能。通过反复
学习和实践，我们可以更加熟练地掌握外伤伤害处理的方法
和技巧，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改进。同时，我们也要保持
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总
能将外伤伤害带给我们的困扰变成坚强和成长的机会。

外伤心得体会篇五

1.孩子烧烫伤时有衣物附着在患处，要剥去附着物。如衣物
贴在儿童的皮肤上，千万不能强行撕下。

2.用冷水冲洗冷却患处15分钟左右或用冰块敷患处。

3.不要用任何药膏或药水去涂患处，只能用无菌纱布覆盖所
有的患处，避免感染。

4.将孩子的烧烫伤部位抬高，使患处的血流减少。



5.如果伤较严重，就要将孩子平躺在床上，并抬高儿童的下
肢，让儿童的头部倾向一侧，以保证血流向往内的重要器官，
防止儿童休克。

二、碰伤

1.孩子受到的碰击不是很严重，患处没有出现肿胀或活动困
难等症状，可以在皮肤的淤血斑处进行一小时左右的冷敷。

2.如果伤口出血，要用一块消毒的棉垫或卫生纸压迫伤口十
分钟以上。如果伤口不大，在止血后，用冷开水洗干净患处，
用创可贴盖住患处。

3.如果伤口较大，或碰击物可能带有破伤风杆菌，应当马上
带孩子去医院对伤口进行处理，必要时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
以防止破伤风的发生。

4.如果症状较重，患处出现肿胀或活动困难，或碰伤的部位
是头部或胸部，尤其是出现了头晕、呕吐、意识丧失、耳鼻
有淡黄色的液体或血流出时，必须立即将孩子送去医。

三、抽搐

抽搐多发于3岁以下孩子，有抽搐病史的患儿，家中要备有体
温表、退烧药、安定，避免过久的抽搐造成氧气无法进入肺
内而导致身体缺氧，进而造成大脑缺氧后遗症。抽搐造成的
影响不同，处理方法也不同。

1.干扰呼吸：因抽搐导致呼吸无法正常进行，10分钟以上会
导致缺氧危机。

处理方法：立即解开衣扣、衣领，并采用物理降温;抽搐发作
时要尽量保持头颈稍上仰的姿势，如能给予氧气是最好的;抽
搐10分钟以上，可施予口对口人工呼吸，虽然很难把气吹进



肺里，但多少会有帮助。

2.呼吸道阻塞：全身抽搐时牙关紧闭，无法进行吞咽动作，
会使口腔、咽喉处积满了唾液，造成呼吸道堵塞。

处理方法：切勿试图用手指扳开孩子的牙齿，以免被咬伤。
可用外软内硬的物体伸入牙关即可，然后使孩子侧卧或俯卧，
让唾液容易流出。

3.呕吐：腹部及胃部很容易同时抽搐，所以胃内的食物会被
挤压出来而呕吐。

处理方法：呕吐时将孩子的脸侧向一边或脸朝下，并使用毛
巾类物品将口内的呕吐物尽量清理出来。

在施行人工呼吸时，一定要先确定孩子的口鼻腔内是通畅的，
并无杂物存在。

四、鼻出血

幼儿鼻出血常因鼻外伤引起，但全身性疾病，如血友病、出
血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急性传染病等也会引
起鼻出血，可致贫血。

处理方法：立即将幼儿抱起呈半卧位，取消毒棉球擦去流出
的血液，再用消毒棉球，填入出血的鼻腔，同时压迫出血侧
的鼻翼5—10分钟，在头颈部、鼻根部冷敷。数分钟后血止取
出棉球。如止血无效应立即将患儿送医院。

五、脑震荡

幼儿头部受外力损伤后容易发生脑震荡。受伤后立即出现暂
时性意识障碍，一般不超过半小时，轻者仅意识恍惚，重者
可意识丧失;出现轻度休克、缓脉、面色苍白、躁动、恶心呕



吐或晕眩等，甚至可能长久失去知觉，并发脑水肿、脑出血。

处理方法：要跟踪观察至少6小时，发现有呕吐、颅道出血等
情况随时就医。轻者卧床休息1-2天;重者须进一步诊断和治
疗。

六、头部摔伤

1.出血时，马上用一块清洁的纱布轻轻按压伤口，以达止血
的目的，并及时送医院。

2.摔伤后未见出血，要对幼儿进行24小时的密切观察，如果
出现以下症状应及时送往医院急救:

(1)受伤后有恶心、呕吐的现象

(2)受伤后有过意识丧失的现象，或正处于意识丧失的状态

(3)头部剧烈疼痛

(4)眼、耳、鼻周围有出血症状

(5)有抽风、麻痹、言语障碍等症状。

注意:教育幼儿摔伤头部后务必及时告诉老师。

七、异物进入眼耳鼻的处理方法

在幼儿园户外活动时，常会发生小虫子进入幼儿耳朵的事情，
严重者会损伤耳膜，导致耳聋。小虫子进入耳朵后，应该怎
样安全取出呢?有效的方法：

(1)用手使劲按住没有虫子的那只耳朵，以促使虫子倒退出来。

(2)用手电光照射耳内，就可把虫子引诱出来。



(3)用香烟烟雾把虫子熏出。

(4)向耳内滴少许麻油或色拉油，就可使小虫淹毙或逃出。

1、异物进入幼儿鼻子的处理方法

由于幼儿的好奇心特别强，经常会有个别幼儿将身旁的东西
如豆类、扣子、纸屑、弹球、橡皮擦等放入自己或他人的鼻
孔里，异物进入鼻子，若时间太久容易导致鼻子发炎，所以
应尽快将异物取出。碰到这样的情况，老师可以采取以下几
种方法：

(1)若异物在鼻内深处，从外面无法看见时，不要勉强想办法
取出，应请耳鼻喉科医师帮忙。

(2)若异物有一部分露出孔外，先让小孩安静坐好，再用圆头
小钳子轻轻地取出。不过要注意的是若小孩乱动很容易伤到
鼻粘膜，或是把异物推入更深处，所以对于好动的小孩，最
好不要使用上述方法。否则可能会有反效果。

(3)堵住没有异物进入的鼻孔，用力擤鼻子，或用纸捻刺激鼻
粘膜，使小孩借着打喷嚏将异物喷出鼻外。

2、幼儿眼睛里进入异物后的处理方法：

如果发现有煤屑、沙子进入幼儿的眼睛里，老师要用语言提
示幼儿千万不要用手去揉眼睛等待老师帮助取出或带他去看
医生，而应当采取下列方法：

(1)异物进入眼睛便会引起流泪，这时可以用手指捏住眼皮，
轻松拉动，使泪水进入有异物的地方，将异物冲出来。

(2)可以请人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眼皮的外缘，轻轻向外提翻，
找到异物，用嘴轻轻吹出异物或者用干净的手帕轻轻擦掉异



物。翻眼皮时要注意将手洗干净。

(3)如果眼中的异物已经嵌入角膜，或者发现别的异常情况，
千万不要随意自行处理，必须请医生处臵。

3、气管异物

引起气管异物的主要原因如下：

(1)幼儿把钮扣、玻璃球、硬币等硬物放入口中;

(2)吃豆类、果核、瓜子时不慎将食物吞进气管;

(3)进食时说话、嬉闹，导致食物呛入气管;

(4)喂药时方法不当，捏紧鼻子喂药，导致药粒进入器气管等。

出现异物呛入气管后，不要用手掏异物，可采用以下方法清
除。倒立拍背法：可立即倒提幼儿双腿，使其头向下垂，轻
拍其背部，刊物通过异物的自身重力和幼儿呛咳时胸腔内气
体的冲力，迫使异物向外咳出。

八、跌倒蹭破皮肤的处理

幼儿奔跑、跳跃时不慎跌倒，很容易蹭破膝盖、胳膊肘，尤
其是穿衣较少的夏季，更为常见。蹭破皮肤后应先观察幼儿
伤口的深浅，若伤口较浅仅仅蹭破了表皮，只需将伤口处的
泥沙清理干净即可。如果表皮擦伤，首先用双氧水或生理盐
水冲洗伤口，清除污物和沙土后，涂红汞或龙胆紫。如伤口
较深且出血多，立即止血，可用消毒纱布将局部包扎压迫止
血后,送医院进一步处理。

九、扎刺的处理

幼儿周围的物品并非十分光滑，如带刺的花草、木棍、竹棍



等。竹刺、木刺扎人皮肤后，有时有一部分露出皮肤，有刺
痛感，应立即取出。具体处理办法是:

先将伤口用自来水或生理盐水清洗，然后，用消毒过的针或
镊子顺着刺的方向把刺全部挑、拔出来，不应有残留，并挤
出淤血，随后再用酒精消毒伤口。如果刺扎在了指甲里或难
以拔除，应送医院处理。

十、剪刀、小刀等文具的划伤与切伤的处理:

幼儿在使用剪刀、小刀等文具或触摸纸边、草叶和打碎的玻
璃器具、陶器时，都可能会发生手被划破的事故。具体处理
办法是:

用干净的纱布按压伤口止血，止血后，在伤口周围用75%的酒
精由里向外消毒，敷上消毒纱布，用绷带包扎。如果是玻璃
器皿扎伤，应先用清水清理伤口，用镊子清除碎玻璃片，消
毒后进行包扎。

十一、挤伤的处理

幼儿的手指被门、抽屉挤伤时，给幼儿造成痛苦，严重时，
可出现指甲脱落的现象，应及时发现并处理。具体办法是:若
无破损，可用水冲洗，进行冷敷，以便减轻痛苦。疼痛难忍
时，可将受伤的手指高举过心脏，缓解痛苦。若有出血，应
消毒、包扎、冷敷。若指甲掀开或脱落，应立即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