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教育班会教案高一 安全教育班会教
案安全教育班会(优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成长教育班会教案高一篇一

家中起火，不要慌张，应根据火情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如果
炒菜时油锅起火，迅速将锅盖紧紧盖上，使锅里的油火因缺
氧而熄灭，不可用水扑救。当房间内起火时，不能轻易打开
门窗，以免空气对流，形成大面积火灾。纸张、木头或布起
火时，可用水来扑救，而电器、汽油、酒精、食用油着火时，
则用土、沙泥、干粉灭火器等灭火。若火势已大，必须立即
报火警。被火围困时，应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脱离险
境。如俯下身体，用湿布捂鼻。

及时报警

遭遇火灾，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
损失：

(1)一旦身受火灾危胁，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地确定自
己所处位置，根据周围的烟、火光、温度等分析判断火势，
不要盲目采取行动。

(2)身处平房的，如果门的周围火势不大，应迅速离开火场。
反之，则必须另行选择出口脱身(如从窗口跳出)，或者采取
保护措施(如用水淋湿衣服、用温湿的棉被包住头部和上身
等)以后再离开火场。



(3)身处楼房的，发现火情不要盲目打开门窗，否则有可能引
火入室。

(4)身处楼房的，不要盲目乱跑、更不要跳楼逃生，这样会造
成不应有的伤亡。可以躲到居室里或者阳台上。紧闭门窗，
隔断火路，等待救援。有条件的，可以不断向门窗上浇水降
温，以延缓火势蔓延。

(5)在失火的楼房内，逃生不可使用电梯，应通过防火通道走
楼梯脱险。因为失火后电梯竖井往往成为烟火的通道。并且
电梯随时可能发生故障。

(6)因火势太猛，必须从楼房内逃生的，可以从二层处跳下，
但要选择不坚硬的地面，同时应从楼上先扔下被褥等增加地
面的缓冲，然后再顺窗滑下，要尽量缩小下落高度，做到双
脚先落地。

(7)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将绳索(也可用床单等撕开连接
起来)一头系在窗框上，然后顺绳索滑落到地面。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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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向外逃生。

成长教育班会教案高一篇二

教学内容：学习一些生命安全、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知识。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学生了解生命之可贵，
珍惜生命，注意安全，掌握一些安全知识，形成自护、自救
的意识，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的诱惑，
同学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安全意识，珍惜生命，注意安全，安
全重于一切，只有健康的身心，才能保障我们好好学习，将
来好好回报父母，回报社会。

二、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一).观看有关诱骗青少年吸毒、毒品成瘾、毒品危害的录像

二)总结毒品的危害

毒品毁人毁健康，它能摧毁人的消化功能，摧毁人的神经系
统，摧毁人的呼吸及循环系统，传染性病及“艾滋病”。

毒品令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丧失工作能力，倾家荡产，
给家庭带来无尽的折磨。

吸毒导致堕落、犯罪

吸毒危害社会，成为世界公害

三)讨论交流

我们了解了有关毒品的知识以及危害性，请同学们谈谈自己
的感受。

让学生自由发言。

三、交通安全

引入。

讲述我校去年有位同学被车撞了，至今未醒的事例。提醒同



学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一)认识交通标看电脑里的交通标志图片

二)常识讨论

讨论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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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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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自行车应该注意什么?

(8)乘汽车时要注意什么?

(9)遇到交通事故怎么办?

三)总结、提示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尤其要注意的是骑自行车的安全和过马路
的安全。

四、校园安全

一)导入：请看这些校园事故



案例一：

10月25日晚，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广纳镇小学四年级至六年
级寄宿制学生晚自习结束后，在下楼梯时发生拥挤踩踏事故，
造成8名学生死亡，45名学生受伤。

案例二：

2005年11月8日，一完小三年级学生李某午饭后来到学校教学
楼三楼走廊上玩耍，他右脚跨在走廊栏杆上，不慎失手坠落
至一楼，因头部严重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例三：

六年(4)班的一位男同学，在体育课的短跑练习中，由于动作
不规范，被自己的脚绊倒在地上，右肩着地，造成右肩粉碎
性骨折，要植入钢板固定骨头，目前正在康复中。

案例四：

在一次学校升旗仪式上，我班的一位男同学，突然昏倒在地，
摔倒在水泥地板上，脸被水泥地板擦破，幸好急救及时，并
无大碍。

案例五：

在一节早读课前，某校一名女同学，因与一名男同学发生口
角，一怒之下，拿起圆珠笔往男同学的手臂插去，导致男同
学的手臂被插伤。

二)结合案例，谈启示

结合以上五个案例，谈谈你有什么启示?

三)学习安全知识



1、日常行为安全：不携带刀具、火种或其它危险品进入校
园;严禁勾引校外人员来校滋事、打架;不进网吧、游戏室、
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不在楼梯、走廊上追逐打闹、推撞;上下
楼梯靠右行，不拥挤、不抢行;严禁攀爬围墙、栏杆及大树。

2、体育课、实验课安全：上体育课时，要有防范意识，不随
意投掷器材。实验课时要严格操作程序，按规范操作，不随
意动用器材和药品，不携带任何化学药品出实验室。

3、集体活动安全：班级、年级、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要严
格遵守活动纪律，听从老师的指挥，身体有不舒服的要及时
告知老师或身边的同学。

4、心理健康安全：心理上出现问题可采取适当方法加以排解，
如可找老师、家长、学生、朋友等倾诉。

五、总结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老师只讲了四个方面安全问题，以后老
师还要讲食品的安全等，希望同学们进入初中以后，上学的
地方可能比以前远一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身体
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快乐的学习，健康
地成长。今天的班会到此结束。

篇五：

成长教育班会教案高一篇三

1、对学生进行防寒防冻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2、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能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自己。

冬季，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我们如何做好人体的防寒保暖



呢?本节课我们讲讲冬季防冻知识。

一、最常见的冻伤部位

多发生在手指、足趾、手背、足跟、耳廓、鼻尖、面颊部等
处。这些部位都在身体的末端或表面，血流缓慢，且又经常
暴露在外，局部温度低，极易受寒冷的伤害。

二、最容易发生冻伤的时机：

冬季夜间温度很低，经常在-8℃以下，若夜间行走也容易发
生冻伤。早晚温度也很低，注意防冻，到了严冬季节，时时
刻刻都要注意防冻。

三、判断冻伤的程度：

1、一度冻伤皮肤苍白、麻木，进而皮肤充血、水肿、发痒和
疼痛。

2、二度冻伤除皮肤红肿外，出现大小不等的水疱，水疱破溃
后流出黄水，自觉皮肤发热，疼痛较重。

3、三度冻伤局部皮肤或肢体坏死，出现血性水疱，皮肤呈紫
褐色，局部感觉消失。

四、冻伤的野外救护措施：

原则：尽快脱离低温环境，保暖。

(1)一度冻伤，可让自己主动活动，并按摩受冻部位，促进血
液循环。可用热水(不能太烫)浸泡，再涂以冻疮膏即可。

(2)二、三度冻伤，应尽快脱离低温环境，保暖，促进肢体复
温，不可用雪擦、火烤或温水浸泡，否则会加重冻伤。



(3)二度冻伤的水疱可在消毒后刺透，使黄水流出再包扎，伤
口已破溃者按感染伤口处理。

(4)多喝热饮料(姜糖水、感冒冲剂)，如疼痛可服2片去痛片
治疗。

(5)除去湿的衣服，进入羽绒睡袋保暖。

(6)用温水轻轻地清洁伤处，由于解冻的伤处很疼并且皮肤及
肌肉有可能失去知觉，所以要格外小心。

(7)确使伤处完全干燥(包括趾间)。有创面的用消毒棉花，无
创面的用干净、松软的棉垫子包裹保护伤处并保温。

五、冻伤急救注意事项

冻伤急救时，若一时无法获得温热水，可将冻伤部位置于救
护者怀中或腋下复温。注意冻伤后不可直接用火烤，也不能
把浸泡的热水加热，所有冻伤部位应尽可能缓慢地使之温暖
而恢复正常体温。切忌直接用雪团按摩患部及用毛巾用力按
摩，否则会使伤口糜烂，患处不易愈合。对已复温的患处，
不能再用温热水浸泡，否则会加重组织损伤和坏死。

六、常用药品：

外用：冻疮膏(1支)、消毒棉垫(1包)、纱布(1袋)、绷带(1
个)。

内服：感冒冲剂、姜糖水、去痛片、安定

寒流仍在继续，希望同学们掌握相关知识，注意冰雪天的身
体不要被冻伤。



成长教育班会教案高一篇四

通过开展“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的主题班会，能够使学生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思考奉献的重要性。结合学雷锋主题，能
够从身边找寻体现奉献精神的实例，重新给予“奉献”新的
定义，并且能够在平时学习生活中找到体现奉献精神的各个
方面，并能联系实际将奉献精神融入到平时热爱集体，关心
班级，乐于助人等细小方面。

教学过程：

一、3月5日学雷锋日简介：

今天是学雷锋日，为何定在3月5日呢?1963年3月2日，雷锋同
志因公牺牲后，中央决定，把3月5日定为雷锋纪念日。

二、时代需要雷锋精神：

提问：为什么今天还在谈雷锋精神?(学生思考并发言)

能否从我们的生活中有所启发?

学生自由发言，谈当今社会上无私奉献的例子。

512大地震中那些救援人员的无私奉献，还有无数好心人捐
款;

上海各区的无数好心人为挽救四名抢救中的消防员捋袖献血。

最近地铁二号线上的那些志愿者，辛勤为人们指路等等。

小结：时代需要雷锋精神，需要奉献。

三、读两则小故事，谈谈启发：



四、结合自身

我们能将奉献精神融入到我们的学习生活中，例如同学们的
乐于助人，关爱集体，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的表现。谈
谈班级里同学中乐于助人关爱集体的好人好事。

王肖骏，在运动会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班级同学加油助威;
胡玉虎每天认真做好劳动委员的工作，热爱集体等等。

五、你能为班级做些什么力所能及的事呢?

学生写下自己力所能及却又体现关爱集体的例子，并进行交
流。

六、班主任总结：

不要以为“奉献”离我们很远，不要以为“雷锋精神”离我
们很远。希望同学们都能够细心观察生活，从生活发现那些
默默却又闪光的奉献精神，并且从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开始，
去关心我们的集体，关心身边的伙伴。用我们的行动和新时
代中学生的独特个性去诠释奉献的新定义。

学生感受：学生从一开始觉得谈雷锋精神，奉献精神离他们
非常遥远，到后来结合了如今社会中那些奉献精神的实例，
也将奉献的范围缩小到班级同学的关心集体、乐于助人，他
们能够体会，其实在身边也有很多有爱心，无私奉献的人和
事，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说时代需要雷锋精神需要奉献的原
因。

班主任反思：这次主题班会，没有太多的环节和形式。主要
还是以谈话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在形式上可能过于单一。但
是内容是层层递进的，让学生能够慢慢去理解奉献精神，理
解为何要在班会中谈奉献精神。所以内容的设置能够引起学
生的思考，我感觉这点还是比较欣慰的，希望能够延伸到学



生课后的思考和价值观形成中去。

成长教育班会教案高一篇五

通过各个事例和同学们周边的事情，讲述行为习惯养成的重
要性。

让学生亲身感受自己行为习惯的偏差，激励自己及时改正不
良习惯。

希望学生们通过这么一次思想教育及时改变过来，为养成更
好的习惯努力。

请看以下事例:

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国庆节后的天安
门广场，随处可见口香糖残迹，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上
竟有60万块口香糖残渣，有的地方不到一平方米的地面上，
竟有9块口香糖污迹，密密麻麻的斑痕与天安门广场的神圣和
庄严形成了强烈反差。

现在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的行为习惯呢?

在我们身边，在一部分同学身上，还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的行
为。例如，在我们的校园内总能见到与我们美丽的校园极不
和谐的纸屑，教室里、校园内食品袋、方便面盒随处可见，
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反正有值日的同学打扫，扔了又何妨;再
例如有的同学在教室内追逐打闹，走路推推搡搡习以为常;还
有部分同学相互之间讲脏话、粗话，随意攀爬树枝，甚至还
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学校的公共财物。我们很多同学把文化
知识的学习放在首位，而常常忽略了社会公德的培养，文明
习惯的养成，而这恰恰从本质上展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品质。

现在，请同学们自己静下心来想想，你们的行为习惯是否良



好了呢?再请几个同学分别说说班级的不良行为习惯。这里有
学生指出卫生状况是不能忽视的问题，形成一定的卫生良好
意识。比如:日常的维护与保持(新举措)垃圾桶(1)由最后一
排两位学生监督同学们放置垃圾。如有不当行为公告于前面
的小黑板。(2)垃圾桶满了由负责收拾垃圾的同学及时清理，
最少早晚各一次。(3)垃圾桶盖子早晚要擦洗一次。(4)日间
卫生小整顿午休预备铃响后，每个同学把自己座位周边的地
方清理好。确保地面的整洁。(5)晚自习结束后，每个同学也
做好自己周边的卫生。并摆放好桌椅。只有卫生的加强才能
让我们有良好的环境，这也是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一部分。

请同学们讲讲怎样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呢?

同学们纷纷发言，而后老师总结:首先，确立目标，循序渐进。
一个好习惯的养成不会是轻而易举的，要想完成他，就得确
立长远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起来。俗话说，有志者，
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所以，要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不
能心急，但一定要说到做到。例如，想背完1000个单词，可
以分成多天来完成。今天背10个，明天背10个，日复一日，
这样不仅不会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压力，并且当你完成目标时，
会品尝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功的喜悦。其次，学会时刻自我
约束。如果良好的习惯养成之后放松要求，忘乎所以，那么
没过多久丢掉的坏习惯又会重新回归。认识到听课做笔记的
重要性后，就得一天不落的记下去;认识到沉迷于网络的危害
性了，就不能再找借口深陷其中;认识到自习课讲话会影响他
人，那就踏踏实实的兀自学习。久而久之，坏习惯会离你越
来越远，自然，成功会离你愈发的接近。

总结:观念改变习惯，习惯积淀素养。生活处处是细节，细节
点点积素养，素养默默铸文明。以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为结尾，说明人本来性情很相近，但由
于行为习惯的偏差，成年后个性等都变化的相差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