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举办安全教育周 幼儿园饮食安全教
育活动计划(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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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学校举办安全教育周篇一

20__年4月15日是《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第--个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根据上级文件要求，现决定在__经开区开
展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成立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___

副组长：______

成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各社区党总支书记、主
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___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___、__
任办公室成员。

二、活动主题

深化“法律六进”，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三、活动时间

20__年4月10日—4月30日。



四、宣传内容

大力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民国家安全
意识，增强全民国家安全责任。大力开展《宪法》、《国家
安全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大力宣传
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
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以及国家安全制度，国家安全保障，
公民、组织的义务和权利等规章。

五、活动内容

(一)开展“六进”系列主题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要开
展“国家安全教育进机关”活动，各单位、各社区要利用会
议、宣传专栏集中学习、宣传《国家安全法》等法律，促进
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国家安全观念，带头维护国家
安全，各企事业单位要制定宣传横幅或者利用电子显示屏宣传
《国家安全法》。各中小学要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进课堂”
活动，组织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为中小学生上一堂国家
安全知识法律课，着力培育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各社区
要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进万家”活动，依托社区电子显示屏
或者宣传专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宣传活动，将国家安全知
识送到田间地头、千家万户。

(二)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媒体行动。各社区、各部门要充分运
用广播、户外公益广告、电子显示屏等媒体资源，广泛宣传
国家安全知识，推动形成全方位覆盖的宣传态势。

(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融入行动”。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
地方文化、行业文化、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建设，
推动宣传(公共场所显示屏有宣传标语、公告栏有宣传海报、
法治文化阵地有宣传板块)全覆盖。利用法制宣传中心、社区
文化广场、街区等编排巡演法治文艺节目，增强国家安全教
育的渗透力和感染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各社区、各企业、
各学校的创建活动，融入党团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区建



设等基层工作中，导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等社会规范，不
断夯实国家安全教育基础。

六、活动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社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把
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活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强化组织领
导，精心部署安排。要充分发挥国安办、法治宣传教育主管
部门牵头作用，强化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要坚持经常性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把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纳入普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确保活动顺利推进。

(二)加强创新、务求实效。各社区、各部门要在运用方法形
式载体上创新，在坚持结合融入上创新，在动员全社会广泛
参与上创新，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扩大工作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因地制宜确定宣传主题和宣传重点，把
主题活动有机贯彻到法治宣传教育整体工作中，突出特色、
注重实效，推动工作落细、落小、落实。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社区、各单位要相互配合，制
定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方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把握宣传
时机、掌握宣传节奏，增强宣传效果。要把传统媒体与新兴
媒体结合起来，注重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不断拓展宣传的
深度和广度。要及时发现、推介活动中涌现出的好经验和好
做法，先进个人和先进事迹，进一步激发广大干群投身国家
安全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学校举办安全教育周篇二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广大师生火场自
救、逃生和有效处置初起火灾的能力，依据纳雍县教育局和
纳雍县公安消防大队下发的《纳雍县学生消防安全教育月活
动方案》的要求，制定本方案。



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构建平安和谐校园

20xx年3月1日至3月31日

3月28号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为了有效预防和应对我
校发生火灾、地震等危害学生生命安全事件，更好地保护教
职工和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减少财产损失，提高学校安全应急
反应能力，增强学生在突发事件中自护自救的意识和逃生能
力，进一步普及小学生安全消防知识，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经学校研究决定，决定在全校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消防安全教
育活动，确保校园消防安全：

组长：谢超

副组长：张青才

成员：李光明李宗政尚经虎杜昕

刘翠胡娇李艳张小艳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金能小学，具体办公由张青才老师负
责

1、3月1日至3月12日定制“时时注意安全处处预防火灾”的
永久性标语粘贴于校园醒目处。做好舆论宣传，营造安全教
育月活动的浓厚氛围。

2、3月12日至3月14日开展火场逃生演习。

3、3月14日至3月15日开展消防知识进课堂活动。

各班利用3月14日下午第三节课上好一节消防安全知识课，使
学生达到“两知一会”，即知道火灾的危害性、知道如何报
警，会逃生自救(要求有专题教案)。各班要安排学生用方格



信笺自写一篇有关消防题材的作文，班主任经过筛选，推选
一篇于3月15日前交到德育处，信息课老师根据提供的网址和
相关要求，利用信息课组织学生在网上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
进行家庭消防安全自查，制定“家庭火灾逃生计划”和进
行“消防知识问答”。(要收集资料归档备查)。

4、开办一期消防安全宣传栏。(3月1日—3月12日)

各班3月份的黑板报以消防安全为主题，内容包括防火、灭火
和火场逃生基础知识以及学校火灾案例或发生在本地的鲜活
火灾案例等。要求学生利用校园之声进行消防知识广播。

5、开展请进“红门”学消防活动。(3月14至3月15日)

6、召开一次主题班会，观看消防安全知识短片(3月1日—3
月12日)

7、认真在校内组织一次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活动，收集好相关
资料;发动学生在家里、在学校等身边的场所进行一次安全检
查。(3月20日---3月31日)

1、每班要把“消防安全教育”纳入学校常规工作抓紧抓好，
成立学校消防安全教育领导小组，制订学校消防安全活动方案
(上交中心学校)。使这项活动做到“有计划、有组织、有措
施、有经费、有检查、有效果”，确保“消防安全教育月”
活动有序开展。

2、要创新活动形式。要利用每天活动课、每周班会课上好消
防安全教育课。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消防安全教育读本》
和消防安全技能挂图内容,学习消防知识以班级为单位，消防
演练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要通
过“以案说法，以事警人”的宣传形式，达到吸引学生、教
育学生的目的。消防应急技能演练要有针对性，学生参练率



需要达到100%。消防安全演练要做到事前有计划、有预案，
事后有评估、有总结。在师生中要反复强调开展演练活动时
需注意的安全事项，防止活动时岀现安全事故。各中小学要
组织学生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我发现，家庭安全隐患我排
查”的活动。

3、各班要充分发动学生家长参与此次安全教育活动，使此次
活动从学校延伸到家庭、社会。要加大活动的宣传工作力度，
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各界宣传此次活动目的和意义，在全
社会形成保护儿童、青少年安全健康成才的良好氛围。确
保“消防安全教育月”活动达到预期的目的。

5、认真做好活动的检查和总结。活动结束后，各班要专题召
开活动总结会，认真总结此次活动的做法和经验，并于4月3
日前，将这次“消防安全教育月”活动开展情况形成书面总
结材料及活动图片资料上报学校。学校四月中旬将对这次活
动进行专项检查，实行量化评比，评比结果将在全校进行通
报，并与班级考核挂钩。

学校举办安全教育周篇三

一、指导思想：

根据学校安全工作要求，建立关于班级各项安全防护制度，
建立学生防火制度，防止发生各种意外事故，以加强对学生
的安全教育为指导思想。

二、班况分析：

我班现有学生33名。低年级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安全
意识薄弱，虽然经过一学期的集体生活，但还需进行培养训
练。

三、工作目标：



1、进一步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防止学生意外事故的发生。

四、具体实施方案：

1、教育学生严格遵守学校的作息时间，上学、放学不准在学
校和路途中逗留、玩耍，不允许不经家长允许跟同学去了，
让家长随时了解其子女的去向。

2、在校内外，不允许学生做危险的游戏。如;互相追打、奔
跑等。

3、教育学生不买三无食品，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喝不卫
生的水和饮料，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4、教育小学生不践踏学校的草坪，不损坏学校的花草树木。

5、教育学生不爬墙，不爬树，不爬学校的篮球架，不爬阳台
上的栏杆。

6、教育学生不玩火、不玩电、不玩爆竹。

7、教育学生不带危险的物品到学校(如：木棒、小刀、匕首、
气枪等利器进入校园。)

8、不在井唇、变压台旁、高压电线下等危险的地方玩耍，不
在上 学和放学路上玩耍、逗留。

9、无论是集体活动还是体育课，都必须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
不得随意离开集体自己活动或不听指挥，遇到他人生病、遇
险等，要及时报告老师。并且指导学生学会使用各种求救电
话。火警电话119 急救电话120 匪警电话110。

10、 坚持每日检查学生随身是否带有不安全物品，并及时处



理。

11、向家长宣传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学校的安全教育活
动，请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和安全防范工作。
如：熟记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训练引导学生识别方向，告
诫学生不要轻信别人。

总之，把安全放在首位，对孩子要做到：“放手不放眼，放
眼不放心。”我们将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保护好学生，防止事
故的发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学校举办安全教育周篇四

安全是教育教学的保障线，是学校开展正常教育、教学工作
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为切实搞好这一工作，我班安全教
育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我们要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加大安全教育和
宣传力度，强化安全意识，加强安全教育。针对本班特点，
有计划，多形式地开展安全教育，不断增强学生自我防范意
识，排除安全隐患。

二、安全教育摘要：

1、交通安全教育：加强对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增强学生交通
安全意识，有效减少交通事故。教育学生不坐机动三轮车，
不骑自行车，不独自到河里洗澡，不到危险的地方去玩。过
马路多等一分的红灯，多一分安全;多一分责任少一分牺牲;
多一分意识，做个有责任心的一员。

2、食品安全教育：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加强对学生食品安全教育迫
在眉睫。因此在班级中开展 “对发生在身边的食品安全故事、
如何看待食品安全问题、如何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和意识”为
主题的主题班会，广泛宣传食品安全的重要性。通过对小学
生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影响和提升小学生的食品安全
意识，不乱吃不卫生的食品。

3、个人卫生教育：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包括：勤洗头、勤洗澡、勤换衣、勤剪
指甲、勤理发;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偏食，不暴食，少吃零食;
早晚洗脸刷牙，睡前洗脚;不与他人共用毛巾和水杯;在读写，
行走，睡眠，运动或劳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教育学生不
到外面的摊点上购买零食、饮料等，防止病从口入，毒从口
入。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与人的生长发育、健康有着密切的
关系。因此，教育学生从小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着重强调： 科学识别手口足病时要注意三个“四”。四部
位：手、足、口、臀。四不像：疹子不像蚊虫咬、不像因药
物过敏引起的、不像因上火等原因引起的疱疹、不像水痘。
四特征：不痛、不痒、不愈合、不留疤。对疾病提早预防，
及时就医，孩子的健康需要我们悉心呵护!

甲型h1n1防治应避免接触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流涕等)
或肺炎等呼吸道病人;同时注意个人卫生，经常使用肥皂和清
水洗手;避免接触生猪和前往人群拥挤场所。如出现流感样症状
(发热，咳嗽，流涕等)，应立即就医(就医时应戴口罩)。

4、课内外活动安全教育：

教师是安全之魂，学生是安全之本，班级是安全之实，活动
是事故之源。学生课内外活动安全教育也是重中之重，不能
掉以轻心，要求如下：



a、杜绝学生课间奔跑，打闹现象,不得开展危险性游戏活动。

b、做好安全检查工作，定期对教室以及设施进行检查，确保
学生用电，用水以及其他方面不存在安全隐患。

c、杜绝学生携带刀具，棍棒，爆炸品等物品进入学校。

d、遵守学校的作息时间，按时上下学，不得迟到、早退、旷
课、逃学，不得过早到校园周边活动，放学后不得在校园内
外逗留。住校生不得随意出入校门，有事须经老师批准。

三、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具体安排如下：

主题班会分五次进行。

第一次 5月25日 交通安全教育

第二次 6月1日 食品安全教育

第三次 6月8日 个人卫生教育

第四次 6月15日 课内外活动安全教育

第五次 6月22日 安全教育总结

学校举办安全教育周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观看情景表演表演以及图中的行为作出简单的评价，
并说出自己的理由。

2.了解进餐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餐车，盛着热饭和热菜的汤锅。

2.人手一份早餐。

3.图片。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活动。

教师：(1)现在是早晨，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吃早餐、午餐还是
午点?

幼儿：吃早餐。

幼儿：家里没有这么多的小朋友一起吃早餐，幼儿园一起吃
早餐的小朋友很多，也很开心。

教师：(3)在幼儿园里吃饭要注意些什么呢?(幼儿自由讲述自
己知道的注意事项)

幼儿：吃饭要慢慢吃，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会噎着了。

幼儿：如果饭菜很烫就吹一次再吃。

幼儿：吃自己碗里的，不能吃别人碗里的。



幼儿：端饭走路要慢慢走，否则会摔倒。

(4)师小结。

2.幼儿观看情景表演，了解进餐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教
师设置情景，进行示范表演)

(1)教育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1——洗干净的手不能再去
摸别的东西。

(2)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2——远离热的汤锅。

(3)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3——吃饭的时候不能去碰
旁边的小朋友。

3.观看教学图片，对图片中的行为进行判断，进一步巩固进
餐的安全知识。

教师：(1)这里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在吃饭。我们来看看，谁
做得对，谁做得不对，为什么?(师幼互动)

(2)你知道吃饭的时候还要注意些什么吗?什么事会发生危险，
是不能做的?(师幼互动)

4.组织幼儿吃早餐，鼓励幼儿应用所获得的安全知识。

教师：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好吃的早餐，比一比看哪一个小
朋友在吃早餐时最懂得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