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书活动流程 读书活动方案(模
板5篇)

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想要
达到的结果，并为之制定相应的计划。那关于计划格式是怎
样的呢？而个人计划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计划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学级教学计划篇一

教育学生遵守规则，游戏中不做危险动作，不携带危险物品
进行游戏(如：剪刀、玩具等尖锐物件)，不擅自离开集体，
同伴间友好相处，互相谦让，不挤不撞，不(打、推、咬、
抓)人。

识别特殊号码的用途(如110、119、120)，同时教育学生不可
随意播打这些号码。熟记自家住址、电话号码、父母姓名等，
训练引导学生识别方向，告诫学生不要轻信陌生人，若一人
在家，不可随意开门。遇到危险时，教育学生学会躲避(如：
发生火灾时的自救方法)。培养学生识别方向，告诫学生不要
轻信陌生人，若一人在家，不可随意开门。遇到危险时，教
育学生学会躲避(如：发生火灾时的自救方法)。培养学生多
做力所能及的事，学会自理。

向家长宣传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学生园的安全教育活动，
请家长积极配合学生园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及家居生活安全
与家居活动环境安全(如：烧伤、烫伤、触电、中毒、摔伤等
预防教育工作)。

对同学们进行电的基本知识讲座，预防触电事故的发生以及
对触电后急救常用知识的了解和应用。

此项教育工作很重要。教育学生不动插座、电板，以防触电，



不将手指放在门、窗处，以防夹伤，注意不玩水、火、消毒
物品，教育学生入厕时不推不挤，以防撞伤、碰伤。

请家长配合将需吃药的`学生的药品上写明姓名、剂量、时间
等，教师做好药品管理工作，以免学生误食。

小学级教学计划篇二

交通安全教育是安全教育重中之重的教育，要把交通安全教
育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必须每周进行集中教育，以及做好
放学路对的管理。因此应届毕业生小编搜索整理了小学三年
级安全工作计划，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

安全工作关系到师生生命的安危，是学校开展正常教育、教
学工作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自己的
潜意识里对安全方面已经有了简单的了解和自救方法了。我
是三年级的班主任，我的责任不仅要教好他们文化科学知识，
还要让他们有一个快乐，健康，安全的环境中成长。为切实
搞好这项工作，特制订本计划，要求同学们认真照做。

以学校的指导思想为依据，认真贯彻落实各级教育安全工作
的法律法规和会议精神，落实安全教育内容，努力创建班级
安全氛围。

1、交通安全教育

交通安全教育是安全教育重中之重的教育，要把交通安全教
育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必须每周进行集中教育，以及做好
放学路对的管理。

2、防溺水教育

要进行防溺水的教育，开展以溺水后自救，溺水者的救护为



主要内容的教育。

3、防触电的教育

对同学们进行电的基本知识讲座，预防触电事故的发生以及
对触电后急救常用知识的了解和应用。

4、防食物中毒的教育

邀请医生来校进行饮食卫生和防止食物中毒的教育，以杜绝
同学们食物中毒的事件发生。

5、药品管理安全教育

请家长配合将需吃药的学生的药品上写明姓名、剂量、时间
等，教师做好药品管理工作，以免学生误食。

6、防病、防体育运动伤害的教育

7、防火、防盗、防震、防煤气中毒等的安全教育

检查班里的'防电设施，落实专人负责，班里应经常开展防火、
防盗、防震、防煤气中毒等的防范措施教育。

8、家庭安全教育

向家长宣传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学生园的安全教育活动，
请家长积极配合学生园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及家居生活安全
与家居活动环境安全(如：烧伤、烫伤、触电、中毒、摔伤等
预防教育工作)。

9、生活安全教育

此项教育在班主任工作计划很重要。教育学生不动插座、电
板，以防触电，不将手指放在门、窗处，以防夹伤，注意不



玩水、火、肥皂以及消毒物品，教育学生入厕时不推不挤，
以防撞伤、碰伤。

1、加强大周乘车的管理，每路车设立车队长，对该路进行负
责管理。

2、通过看影碟和课堂讲述等渠道，增强学生学会保护自我，
学会生存。

3、围绕“消防安全”出好黑板报。教育学生加强安全防火意
识。

4、平时重视交通、饮食、体育、人身、用电等安全，做到安
全教育天天讲，时时讲，处处讲，努力营造“平安班级”，
做到无意外事故发生。

5、重视同学们身体健康教育，建立个人健康档案，进行一次
健康检查，体育活动应重视安全保护措施，积极做好运动前
的准备操，尽量避免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教育学生遵守规
则，游戏中不做危险动作(如：头朝下滑滑梯、由下向上爬滑
梯、不攀爬等)，不携带危险物品进行游戏(如：剪刀、玩具
等尖锐物件)，不擅自离开集体，同伴间友好相处，互相谦让，
不挤不撞，不(打、推、咬、抓)人。会躲避(如：发生火灾时
的自救方法)。培养学生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学会自理。

6、简单自救方法教育：识别特殊号码的用
途(如110、119、120)，同时教育学生不可随意播打这些号码。
熟记自家住址、电话号码、父母姓名等，训练引导学生识别
方向，告诫学生不要轻信陌生人，若一人在家，不可随意开
门。遇到危险时，教育学生学会躲避(如：发生火灾时的自救
方法)。培养学生识别方向，告诫学生不要轻信陌生人，若一
人在家，不可随意开门。遇到危险时，教育学生学会自救。



小学级教学计划篇三

20xx年安全教学将以发展观统领全局，牢固树立以人为本、
安全发展的观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工作方针，以狠抓安全工作责任落实为重点，以确保学校
安全稳定为目标，夯实基础，超前防范，积极应对，确保安
全，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1、杜绝任何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

2、落实责任，立足防范，加强演练。

3、强化安全知识教育，实施长效管理。

4、有效改善校园安全环境，确保校园平安、师生安全。

1、坚持预防为主，层层落实责任

（1）学生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安全工作“责任重于泰
山”的思想观念；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把安全工作纳
入学校发展的总体要求，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
展。

（2）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层层签订责任书，把安全责任落
实到人。

（3）建立“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提高”的
整套运转机制和办法，坚持每月召开安全排查例会，定期分
析交通、消防、治安、饮食、课间活动、传染病等方面可能
会出现的问题，发现苗头性的问题，及早进行教育和防范。

2、强化安全演练

（1）针对拥挤踩踏、火灾、食物中毒、煤气中毒、地震等突



发事件，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类安全应急预案，努力构建安全
管理、教育、防范、应急、监管为一体的安全工作网络。

（2）开展一次安全应急演练。演练前应充分做好教育、指导
工作，精心设计演练线路，确保学临危不乱。使广大学深受
教益，努力使安全演练活动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

3、注重宣传教育，加大培训力度

（1）安全工作重在预防，重在宣传教育。教育要形式多样，
突出重点，狠抓“三防”教育（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和防火
灾教育）；特别注重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教育，严防意外交通
事故发生。精心组织开展“中小学安全教育日”、“5.25交
通安全日”、“安全教育月”、“11.9消防日”等活动，让
各种安全知识进校园、进班级，从而营造浓厚的安全工作氛
围，让每一位学受到教育，自觉形成良好的安全意识。

（2）学生卫生安全管理工作。严防“三无”产品和不合格的
食品进入校园。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源管理，从源头上确保学
生饮用水安全。密切注意校园周边污染源，积极加强防范。
切实保证无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和无传染病流行。

（3）加强学校交通安全管理。教育学生不要乘坐农用三轮车
和超载客运车等。学校租用车辆时必须与租用单位签订安全
责任制，明确安全责任。

（4）加强学校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切实排除学校及周边
各种安全隐患，创设平安和谐的育人环境。

1、总结上一年度安全工作开展情况。

2、开展新学期初安全自查，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3、组织学生安全目标责任书。



4、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主题教育活动。

小学级教学计划篇四

健康教育是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学期我将继续
以“健康第一”为宗旨，扎实开展体育卫生健康活动，培养
学生的各种有益于自身、社会和全民族健康的行为和习惯，
提高卫生科学知识水平，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发育，为学生
一生的健康奠定基础。

1.让每位学生拥有健康身心，情绪愉快，知道快乐益于身心
健康。

2.充分利用每周一次的卫生知识、健康教育课，加强对学生
的疾病防治及良好的卫生习惯教育。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形成尊重生命、爱惜健康的态度，进
而尊重关怀他人的生命与健康，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和终身发
展奠定基础。

4.培养学生从小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不奢华、不浪费，以
简单为快乐。

5.了解碘缺乏病的症状及危害，清楚地方性氟中毒病的有关
知识及危害。

1.培养学生自觉参与课间活动，保持充沛的精力，上好每节
课。利用各种检查、竞赛促进学生行为习惯的形成。

2.教学时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如挂图、模型、表演等激发学
生兴趣，巩固教学效果，促进能力的培养。

3.联系学生实际，对学生进行心里健康教育，教育学生团结
协助，尊敬师长，让学生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重点是教育学生遵守学校常规，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心，引
导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喜欢在大自然中活动。

难点是让每一位学生都健康快乐地成长，并有爱心，能互相
帮助，不论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快乐的小天使。

1.钻研教材，了解学生，突出重点、难点，认真备好每一节
课。

2.课堂教学形式非常灵活多样，激发学生的兴趣，寓教于乐，
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健康成长。

3.精心设计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活动，及时鼓励学生，帮助
树立信心。

4.学习活动中，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加强学生的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强壮的体格，健康的生理和
心理，培养学生勇敢顽强的毅力，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精
神，是我们教师的职责，为此，我将奋斗!

小学级教学计划篇五

安全工作关系到师生生命的安危，是学校开展正常教育、教
学工作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自己的
潜意识里对安全方面已经有了简单的了解和自救方法了。我
是三年级2班的班主任，我的责任不仅要教好他们文化科学知
识，还要让他们有一个快乐，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为切
实搞好这项工作，特制订本计划，要求同学们认真执行。

一、指导思想

以学校的指导思想为依据，认真贯彻落实各级教育安全工作
的法律法规和会议精神，落实安全教育内容，努力创建班级



安全氛围。

二、教育内容安排：

1、交通安全教育

交通安全教育是安全教育中的重中之重，要把交通安全教育
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必须每周进行集中教育，以及做好放
学路队的管理。

2、防溺水教育

要进行防溺水的教育，开展以溺水后自救，溺水者的救护为
主要内容的教育。

3、防触电的教育

对同学们进行电的基本知识讲座，预防触电事故的发生以及
对触电后急救常用知识的了解和应用。

4、防食物中毒的教育

进行饮食卫生和防止食物中毒的教育，以杜绝同学们食物中
毒的事件发生。

5、药品管理安全教育

请家长配合将需吃药的学生的药品上写明姓名、剂量、时间
等，教师做好药品管理工作，以免学生误食。

6、防病、防体育运动伤害的教育

7、防火、防盗、防震、防煤气中毒等的安全教育

检查班里的防电设施，落实专人负责，班里应经常开展防火、



防盗、防震、防煤气中毒等的防范措施教育。

8、家庭安全教育

向家长宣传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校园的安全教育活动，
请家长积极配合校园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及家居生活安全与
家居活动环境安全(如：烧伤、烫伤、触电、中毒、摔伤等预
防教育工作)。

9、生活安全教育

此项教育在班主任工作计划很重要。教育学生不动插座、电
板，以防触电，不将手指放在门、窗处，以防夹伤，注意不
玩水、火、肥皂以及消毒物品，教育学生入厕时不推不挤，
以防撞伤、碰伤。

三、实施措施

1、通过看影碟和课堂讲述等渠道，增强学生学会保护自我，
学会生存。

2、围绕“消防安全”出好黑板报。教育学生加强安全防火意
识。

3、平时重视交通、饮食、体育、人身、用电等安全，做到安
全教育天天讲，时时讲，处处讲，努力营造“平安班级”，
做到无意外事故发生。

4、重视同学们身体健康教育，建立个人健康档案，进行一次
健康检查，体育活动应重视安全保护措施，积极做好运动前
的准备操，尽量避免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教育学生遵守规
则，游戏中不做危险动作(如：头朝下滑滑梯、由下向上爬滑
梯、不攀爬等)，不携带危险物品进行游戏(如：剪刀、玩具
等尖锐物件)，不擅自离开集体，同伴间友好相处，互相谦让，



不挤不撞，不(打、推、咬、抓)人。会躲避(如：发生火灾时
的自救方法)。培养学生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学会自理。

5、简单自救方法教育：识别特殊号码的用
途(如110、119、120)，同时教育学生不可随意播打这些号码。
熟记自家住址、电话号码、父母姓名等，训练引导学生识别
方向，告诫学生不要轻信陌生人，若一人在家，不可随意开
门。遇到危险时，教育学生学会躲避(如：发生火灾时的`自
救方法)。

小学级教学计划篇六

一、教学目标：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
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
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使广大中小学生牢固树立“珍
爱生命，安全第一，遵纪守法，和谐共处”的意识，具备自
救自护的素养和能力。

2、通过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责任感，使
学生逐步形成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行为的知识和技能，
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发安全事件
中正确应对的习惯，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
全事件对中小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3、公共安全教育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把握学生认知特点，
注重实践性、实用性和实效性。坚持专门课程与在其他学科
教学中的渗透相结合;课堂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知识教育
与强化管理、培养习惯相结合;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
结合;国家统一要求与地方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相结合;自救自
护与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相结合。做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不断强化，养成习惯。



二、教材分析：

公共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公共卫
生、意外伤害、网络、信息安全、自然灾害以及影响学生安
全的其他事故或事件六个模块。

模块一：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类事故。

(1)了解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的危险和危害。

(2)了解并遵守各种公共场所活动的安全常识。

(3)认识与陌生人交往中应当注意的安全问题，逐步形成基本
的自我保护意识。

模块二：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事故。

(1)了解基本公共卫生和饮食卫生常识。

(2)了解常见的肠道和呼吸道等常见疾病的预防常识，养成良
好的个人卫生和健康行为及饮食习惯。

模块三：预防和应对意外伤害事故。

(1)学习道路交通法的相关内容，了解出行时道路交通安全常
识。

(2)初步识别各种危险标志;学习家用电器、煤气(柴火)、刀
具等日常用品的安全使用方法。

(3)初步具备使用电梯、索道、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意
识。

(4)初步学会在事故灾害事件中自我保护和求助、求生的简单
技能。学会正确使用和拨打110、119、120电话。



模块四：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

(1)了解学校所在地区和生活环境中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及其
危险性。

(2)学习躲避自然灾害引发危险的简单方法，初步学会在自然
灾害发生时的自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简单技能。

模块五：预防和应对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件。

(1)与同学、老师友好相处，不打架;初步形成避免在活动、
游戏中造成误伤的意识。

(2)学习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听从成人安排或者利用现有条件有
效地保护自己的方法。

三、教学重点：

帮助和引导学生了解基本的，保护个体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
公共安全的知识和法律法规，树立和强化安全意识，正确处
理个体生命与自我、他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了解保
障安全的方法并掌握一定的技能。

四、课时安排：

与环境教育隔周安排，每周一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