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校出行安全预案(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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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学校出行安全预案篇一

为了切实保障学生在集体活动时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积
极预防和减少事故隐患，提升学校应对安全事故的处置能力，
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事故带来的损失，在建立和完善“依法、
科学、规范、长效”的学校安全防范体系的基础上，特制订
本防范措施。

(一)组织和领导

组长：周明

副组长：叶青、解全军

组员：林萍、江泽海、魏军、付应辉、汪毅、韩迎春、张祖
敏、门岗值班人员

成员：各班主任及科任教师

(二)领导小组下设组织活动工作组，统一领导并负责集体活
动安全工作。

集体活动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负责学校各项集体活动的学校领导

副组长：组织活动部门负责人



成员：组织活动部门教师

1、拟定计划并报请审批;

2、制订安全工作预案;

3、做好活动前的安全准备工作;

4、活动中安全防范措施要落实;

1、开展活动前下发“告家长书”、“告学生书”，把活动的
目的、意义、时间、内容及注意事项事先告之家长、学生。

2、开展活动前利用电视、广播、班会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各
种安全教育。

3、活动时加强过程管理，特别预防各种突发事件。

4、活动前应勘察活动地点、路线，熟悉环境。避开有危险的
地段或不去情况不明的场所。

5、应统一着装、统一识别标志，并要求穿着适合野外活动的
服装，防止蚊虫叮咬、植物剌伤。

6、应携带卫生、不易腐烂的食品，注意饮水安全。

7、选择天气气候较好的季节，春、夏季出游应注意防雨、防
雷电。

8、适当携带必须的急救药品。

1、保持镇静、沉着应付。

2、孩子优先、学生优先。



3、就地抢救。

4、立即报警、紧急求援。

5、维持秩序、迅速疏散。

学校出行安全预案篇二

（一）报警：学校员工、值班人员发现火情后应立即向学校
的领导报警，根据火情可直接报"119"火警。

（二）接警：应立即向学校领导和消防应急指挥部报告，通
知各工作小组和义务消防队启动应急预案。

（三）处置：指挥各工作小组、义务消防队迅速集结，按照
职责分工，进入相应的位置开展灭火救援行动。

（四）清点：处置结果后或在公安消防队到场后，及时清点
人员和已疏散的重要物资，查清有无人员被困于火场中以及
有哪些重要物资需要疏散，并将情况及时告知火场指挥员。

学校出行安全预案篇三

落实工作责任制。各校（园）要将学生预防溺水教育工作责
任落实到每一位领导、落实到每一个年级（处室）、落实到
每一位教师，明确具体工作责任，做到有措施、有落实。将
预防溺水教育覆盖到每一位学生，做到有教育计划，有教育
活动，有教育记录，有学生反馈作业。

落实监护人责任。各校（园）要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
律法规的宣传，通过大家访、致家长一封信、召开家长会、
签订《预防未成年人溺水法定监护责任承诺书》等措施，将
防溺水提醒、引导工作覆盖到每一位学生家长，提醒家长落
实家庭教育和法定监护人的责任，做到有家访宣传、有联系



记录，有家长反馈承诺。

（二）强化预防溺水安全教育

1、各校（园）要重点抓好“十个一”的宣传教育工作，即：
上一堂预防溺水专题教育课；暑假前集中开展一次安全教育；
组织一次预防溺水和游泳安全知识竞赛或知识展板等宣传活
动；印发一份游泳安全和预防溺水宣传册页；召开一次家长
会；开展一次家长专访活动；印发一份致家长一封信；布置
一篇防溺水安全教育作业；建立每周一次专题教育制度；建
立每日一次安全提醒制度，课前课后进行安全提醒。

2、重点要教育孩子做到“六不一会”：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
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同学）结伴游泳；不到
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
泳；上下学途中、节假日不到江（河）、水库、池塘等地戏
水玩耍；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
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智慧施救，立即
寻求成人帮助）。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

3、召开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让学生讲述预防溺水安全
教育要点，讲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易发生溺水的危险地带、
水域，发动学生自我分析应如何避免溺水现象的发生，通过
自我教育，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4、强化假期、双休日、节日的安全教育，将安全教育延伸到
节日、假期，做到学生放假，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不放
假”。通过开展安全家访行动、让学生签订预防溺水安全承
诺书等多种形式，把学校预防学生溺水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位
学生身上；做到节日、假期学生安全工作事事有人管，时时
有人管，处处有人管。

5、强化重点对象的教育。各学校要特别关注低年级学生、民
工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要把防溺水安全教育作



为重点内容，用事故实例予以警示，使学生知晓擅自游泳、
玩水的危害性。对爱好游泳、玩水的学生开展一次全面的排
查、登记，落实好教育和监管的措施，讲清擅自游泳的严重
后果，让防溺水安全知识深入到每个学生心中。

（三）全面落实安全提醒制度

重要部位张贴预防溺水教育宣传提示语，学校门前设立固定
的预防溺水教育提示标牌，开辟预防溺水教育宣传栏、宣传
橱窗，各班级办预防溺水知识黑板报，营造浓厚的'校园预防
溺水宣传教育氛围。

各校（园）要坚持每天放学前进行一分钟安全提醒教育，提
醒学生不私自下水。让学生时时刻刻把“防溺水安全”牢记
在心。

对重要时段和重要场所进行针对性预防和提醒教育，杜绝管
理上的盲点。学校要重点做好双休日、暑假以及发放成绩单、
考试结束日、返校日等重要时段的溺水事故防范工作，对上、
下学经过水域较多的学生，要重点提醒，并向家长发出通知，
提醒家长落实教育监管责任。

（四）进一步落实防范工作措施

1、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制度。各校（园）要立即组织力量，
一是对校园内水域的安全隐患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排查，做
到排查一处整治一处，确保不留死角、不漏一处。校园内易
发生溺水的地方必须设立防溺水警示标志（位置要醒目、数
量要适中），加装防护设施；对校园内可能发生溺水事故的
危险地段要安排人员开展安全巡查工作，确保学生安全。二
是对学校周边、学生上下学途中的河道、水库、池塘、水坑，
进行一次全面、细致排查，确保不漏任何一处水域。对查出
的安全隐患要及时报请镇政府或村、社区采取相应措施进行
整治。



2、全面开展学生安全大家访活动。活动要覆盖到每位学生家
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召开家长会、上门家访、电话联系、
签订履行责任书等多种方式，将相关法律法规、学生安全教
育知识和要求送到家长手上。暑假期间开展两次以上的安全
家访活动，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学生法定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
的意识，进一步强化对青少年学生的安全监管。要建立家长
联系台账，家访活动要有记录，有反馈。

3、建立学生校外安全防护小组制度。各个班级根据学生的居
住地情况，成立校外安全防护小组，并选取其中一名学生为
组长，要求以小组为单位，集中按时上、放学，相互监督、
共同防止学生擅自下水行为。一旦发现有同伴私自外出游泳、
戏水玩耍等不安全行为，要及时劝阻并及时向家长、班主任
或学校报告，确保同伴安全。

4、加强对重点人群、重点时段的安全管理。一要加强对上下
学途中安全管理，对上下学经过水域较多且年龄较小的学生，
要安排家长或有关人员护送等防护措施；二要加强学生的课
间管理，特别是中午时段的管理，要时刻关注学生动向，严
防学生午间休息时离校游泳；三要建立请销假登记制度和家
长联系制度，要求班主任切实负起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在校
学生的日常管理。四要会同社区、乡镇、村委会加强对留守
儿童的爱心监护，组织有爱心、有热情、有能力的社会志愿
者与留守儿童开展结对帮扶行动，使留守儿童在节假日期间
得到有效监管。

5、完善落实学校周边协作机制。充分发挥预防青少年儿童溺
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积极争取政府和村、社区的支
持、重视；建立暑期安全工作对接制度，在放暑假前就假期
学生防溺水工作要求和各方职责与所在乡镇、村委会、社区
居委会进行一次全面沟通和对接。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在事故
多发地和关键时段进行安全巡查，阻止学生在水域周围逗留，
防止溺水事故发生。



学校出行安全预案篇四

制定消防应急预案，是为了在学校面临突发火灾事故时，能
够统一指挥，及时有效地整合人力、物力、信息等资源，迅
速针对火势实施有组织的控制和扑救，避免火灾现场的慌乱
无序，防止贻误战机和漏管失控，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学校出行安全预案篇五

成立安全教育预防发生溺水事故工作领导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及各班主任及科任教师。

职责：组长负责安全及防溺水教育工作组织和领导，为安全
教育第一责任人。

副组长：负责安全主题教育，认真做好安全隐患的排查，认
真制订好教育方案，组织教育、宣传，收集、整理教育资料。

成员配合学校抓好安全教育与管理，各班主任为本班安全教
育第一责任人，具体负责落实班级安全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