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生命安全教育教学计划表
二年级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精选5篇)

制定计划前，要分析研究工作现状，充分了解下一步工作是
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是依据什么来制定这个计划的。通过
制定计划，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提高工作效率，
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序和有意义。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二年级生命安全教育教学计划表篇一

小学生是初升的太阳，是祖国的花朵，但因小学生年龄偏小，
自我保护的意识不够强，因而会受到一些安全方面的威胁。
这就需要家长和老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给予及时的安全教
育。安全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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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责任重于泰山，
必须长抓不懈。本学期，为切实搞好二年级安全教育教学工
作，制订如下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
各级教育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和会议精神，结合二年级学生
的实际情况和认知特点，落实安全教育内容，努力提高二年
级学生的安全意识。

二、教学内容及目标：

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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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事件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具体目标：

(一)社会安全教育

1.了解在公共场所活动时的安全常识，遵守公共规则，避免
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发生。

2.认识与陌生人交往中应当注意的问题，逐步形成基本的自
我保护意识。

3.了解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的危险和危害，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引导学生形成自我保护意识。

(二)校园安全教育

1.与同学友好相处，不打架;初步形成避免在活动、游戏中造
成误伤的意识。

2.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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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了解基本课堂礼仪。

(三)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和季节性安全教育

1.了解基本公共卫生和饮食卫生常识，逐步形成良好的公共
卫生和饮食卫生习惯。

2.了解本年龄段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常识，培养疾病预防意识。

3.了解有关卫生保健常识，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4.了解各个季节需要注意的安全隐患。

(四)意外伤害安全教育

1.认识常见的交通安全标志，了解出行时道路交通安全常识，
树立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

2.初步识别各种危险标志，了解简单的居家安全常识，

3.初步学会在事故灾害事件中紧急求助和自我保护的方法，
学会正确使用和拨打110、119、 120、122等电话。

4.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初步具备使用电梯、索道、游乐设
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意识。

(五)自然灾害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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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提高在自然灾害中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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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技能。

四、实施措施

1、在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全体学生的身心健康，
安全发展。引导学生树立 “真爱生命，安全第一，遵纪守法，
和谐共处”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

2、深入挖掘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积极从生活实
际和社会实际中寻找相关的教学素材。注重选取学生普遍关
注和乐于交流的安全问题作为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掌握相关
的安全知识和方法技能，并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去。

3、充分利用多种途径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安全教育。



如运用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教学手段增强安全
教育效果;与当地公安、消防、卫生、交通等部门建立联系，
协助学校进行安全教育。

4、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开展思考、讨论、收集、
辩论、防谈、演习等多种活动，在合作学习和互动学习中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在问题解决中，提高安全技能掌握安全
知识丰富情感体验。

5、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安全
知识，注重培养学生预防和应对安全事件和事故的能力，形
成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全面落实课
程目标。

五、教学进度

1 平安快乐每一天 2课时

2 水上安全航标灯 3课时

3 家庭用电小卫士 3课时

4 愉快课间十分钟 3课时

二年级生命安全教育教学计划表篇二

学生的安全是数以万计的学生及其家庭安宁、幸福的前提，
是进行正常教育和教学秩序的前提，也是社会稳定、兴旺的
重要条件。开展安全教育对于学生学习安全知识、增强安全
意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和危险情况下的自助自救能力，减
少恶性事故的发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打造平安校园，
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结合实际，制定了三年级安全教育课
程的教学计划。



二年级学生大多数在8岁左右，他们大多数天真活泼，学习认
真，好动脑筋，身体健康。本学期有必要对他们加强有关健
康知识的教育。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懂得珍视健康，
学会爱生活，爱世界，爱自己，健康、安全、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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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中小学生安全健康的成长。

1.坚持以人为本，进行公共安全教育，使学生牢固树立“珍
爱生命，安全第一，遵纪守法，和睦相处“的意识，具备自
救自护能力。

2.培养学生社会安全责任感，使学生逐步增强安全意识，掌
握必要的安全行为和知识技能，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发安全
事件中正确运用应对的习惯，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生
和减少安全事件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学生的健康。

3.安全教育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把握学生认知特点，坚
持专门课程与其他学科渗透相结合；知识教育与强化管理、
培养习惯相结合；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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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小学生生活为基础，能让学生懂得珍爱生命，珍视安全，
拒绝诱惑，远离危险，防范伤害，促进学生树立和强化安全
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行为的知识和技能，养成自救自护的
素养和能力。

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全体学生的身心健康、安全发展，着
眼于引导学生牢固树立“珍爱生命，安全第一，遵纪守法，
和谐共处”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



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力和知识三维目标是有机统一的。在教
学过程中，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掌握
必要的安全常识，注重培养学生预防和应对安全事件和事故
的能力，形成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
全面落实课程目标。

学生普遍关注和乐于交流的安全问题作为教学内容。通过对
这些问题的探讨，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安全知识和方法技能，
并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去。

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让课堂成为学生自主、合作、
探究的舞台。

在教学中，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安全
教育；可以运用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教育手段
进行教学，探索寓教于乐、寓教于丰富多彩活动的教学组织
形式，增强安全教育的效果。

小学生防止意外伤害安全教育课教案

1、通过对意外伤害事件的了解，知道发生意外伤害的主要原
因，提高学生的防止意外伤害的意识，明确防防止意外伤害
的重要性。

2、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培养应变能力。

二、 教学时间：一课时

三、 教学过程：

1、情景：同桌借铅笔时，把笔尖对着对方递过去。

问：这样做安全吗？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安全事故？

学生答完后，板题。



问：应该怎样递铅笔给同学？请同学上台展示新的正确的情
景：给同学递铅笔时，笔头对着对方，笔尖对着自己。

（同时结合礼仪教育）

1、教师提问：同学向你借小刀，你应该怎样递给他呢？

同桌合作演示，讨论后请几组上台演示。评出正确的方法：
把小刀合起来递过去。

2、教师问：在学校、家庭里还有哪些行为容易发生意外伤害？
小组合作，归纳整理。

3、全班汇报。

（可能提到的有地板滑的地方要防止滑倒、有要用棍棒打逗
等）

1、判断题。（学生表演后判断对错，并说明原因，并说说怎
样做是对的。）

（1）学生拿着一次性注射器射水玩。

（可能意外扎伤。教师补充案例：高年级一学生在玩注射器
时，被跳绳的人撞了一下，针扎入眼睛，把一只眼睛扎瞎。）

（2）学生叠摞凳子拿黑板上方的流动红旗。

（凳子不稳，可能摔伤。要拿高处的东西，最好请大人帮忙。
）

（3）见到地上有图钉，绕着走过去。



二年级生命安全教育教学计划表篇三

我担任的二年级二班有( )名学生，男( )人，女( )人，由于
孩子年

龄都比较小，在安全方面不是特别的注意，甚至疏忽安全问
题，并且没有安全意识。这套教材以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能
力。强化中小学生自救自护意识的养成。

二、教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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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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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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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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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研课题

怎样才能有效的保护自己?

六、教学中采取的措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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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教具准备

有关资料及图片。

二年级生命安全教育教学计划表篇四

小学生是初升的太阳，是祖国的花朵，但因小学生年龄偏小，
自我保护的意识不够强，因而会受到一些安全方面的威胁。
这就需要家长和老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给予及时的安全教
育。安全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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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责任重于泰山，
必须长抓不懈。本学期，为切实搞好二年级安全教育教学工



作，制订如下计划。

以《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
各级教育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和会议精神，结合二年级学生
的实际情况和认知特点，落实安全教育内容，努力提高二年
级学生的安全意识。

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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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事件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具体目标：

（一）社会安全教育

1、了解在公共场所活动时的安全常识，遵守公共规则，避免
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发生。

2、认识与陌生人交往中应当注意的问题，逐步形成基本的自
我保护意识。

3、了解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的危险和危害，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引导学生形成自我保护意识。

（二）校园安全教育

1、与同学友好相处，不打架；初步形成避免在活动、游戏中
造成误伤的意识。

2、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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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了解基本课堂礼仪。

（三）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和季节性安全教育

1、了解基本公共卫生和饮食卫生常识，逐步形成良好的公共
卫生和饮食卫生习惯。

2、了解本年龄段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常识，培养疾病预防意识。

3、了解有关卫生保健常识，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4、了解各个季节需要注意的安全隐患。

（四）意外伤害安全教育

1、认识常见的交通安全标志，了解出行时道路交通安全常识，
树立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

2、初步识别各种危险标志，了解简单的居家安全常识，

3、初步学会在事故灾害事件中紧急求助和自我保护的方法，
学会正确使用和拨打110、119、 120、122等电话。

4、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初步具备使用电梯、索道、游乐设
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意识。

（五）自然灾害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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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提高在自然灾害中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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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技能。

1、在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全体学生的身心健康，



安全发展。引导学生树立“真爱生命，安全第一，遵纪守法，
和谐共处”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

2、深入挖掘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积极从生活实
际和社会实际中寻找相关的教学素材。注重选取学生普遍关
注和乐于交流的安全问题作为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掌握相关
的安全知识和方法技能，并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去。

3、充分利用多种途径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安全教育。
如运用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教学手段增强安全
教育效果；与当地公安、消防、卫生、交通等部门建立联系，
协助学校进行安全教育。

4、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开展思考、讨论、收集、
辩论、防谈、演习等多种活动，在合作学习和互动学习中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在问题解决中，提高安全技能掌握安全
知识丰富情感体验。

5、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安全
知识，注重培养学生预防和应对安全事件和事故的能力，形
成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全面落实课
程目标。

二年级生命安全教育教学计划表篇五

一、指导思想：

以上级部门下发的有关安全工作文件和指示为宗旨，紧绷安
全心弦，务实工作，教给学生安全常识，养成处处注意安全
的好习惯，保证班内外学生安全，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为全面提高我班教育教学质量服务。

二、落实组织：



建立安全工作负责小组。班主任为小组组长，班长担任副组
长，各学习小组组长为负责小组成员。班主任全面负责班级
安全工作，重点为安全制度的落实和监督，各组员负责学生
活动安全和饮食卫生的安全。

三、具体措施：

1、加强放学路对的管理。每队路对设立路队长。对该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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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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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体育课安全，科任教师要有强烈的安全意识，不得随
意上下课，课内不准离开岗位，不得进行放羊式教学，不得
让学生时时行危险性游戏，对有危险的体育活动，体育教师
必须在场进行保护，以防事故发生。

6、教师要加强用电用气安全，做到人离电关，注意防止因电
引起火灾事故的发生；。

四、教育内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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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防体育运动伤害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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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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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