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一安全教育班会教案道客巴巴
冬季安全教育班会教案(优质9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
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五一安全教育班会教案道客巴巴篇一

1、知道在下雪天要注意的安全常识。

2、在成人的鼓励下，愿意尝试解决下雪天遇到的小困难。

1、恐龙玩具一个、动画故事《小恐龙的一天》;

2、收集人们在雪天活动的图片。

一、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那，你们喜欢冬天
吗?为什么?小恐龙也很喜欢冬天，尤其是喜欢下雪的天气，
但是，下雪却给它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让我们一起去
看一看吧!

二、讲述故事《小恐龙的一天》，使幼儿了解在雪天活动时，
可能出现的不安全事项。

提问：

1、森林里下雪了，小恐龙感觉非常非常冷，怎样让它暖和起
来呢?



2、恐龙宝宝在玩打雪仗的游戏，发生了什么事情?

3、恐龙又到冰面上玩，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4、小恐龙做的对不对?那么你们在下雪天是怎样做的呢?引导
幼儿结合自己，谈谈自己在下雪天会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
的。方法。

三、出示“人们在雪天活动”的图片，让幼儿判断对错，并
说出理由。

1、打雪仗时，往同伴的头上、脸上扔。

2、独自到冰面上玩，追逐打闹。

3、下雪后，在马路上奔跑。

4、玩雪后，直接将手放进热水里泡。

5、下暴雪后，在大树下、广告牌下面玩耍。

6、不戴帽子、手套，外出玩耍。

教师小结：下雪天，可以堆雪人、打雪仗，但是也要注意安
全。下雪天出去玩，要注意穿上防寒保暖的衣服，戴上手套、
帽子、围巾，以免冻伤。小朋友不能独自到冰面上玩，以免
发生危险。打雪仗时，不要往别人的脸上、头上扔，以免打
伤。玩玩雪后，一定要搓搓手，不能将手直接放进热水里。

四、教师示范讲解冻伤、摔伤后怎么办。

1、冬天，手冻伤了怎么办?

(1)回到温暖的环境中去，使冻僵部位的温度慢慢回升。



(2)如果在野外，应当设法用大衣等将手脚包裹起来。

(3)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手搓，通过摩擦增加温度，促进血液循
环，恢复正常。

2、雪天滑倒，怎么办?

不小心滑倒，我们不要用手腕着地，用手掌着地，那样容易
会把手腕扭伤。如果摔得严重时，要赶紧拨打急救电话，住
院治疗。

3、师生制作“防滑”标志，在幼儿园的楼梯口、容易滑倒、
摔伤的地方张贴。

五、学习儿歌：《雪天安全歌》

下雪天，要慢走，躲让汽车保平安。

湖面结冰要离远，路上打闹有危险。

人生命，大于天，时时刻刻重安全，这样人人才平安!

六、教师小结：

今天，我们了解了有关下雪天的'安全常识，希望小朋友们在
下雪天，都能加强自我防护意识，能够安安全全、快快乐乐
的度过整个冬天。

五一安全教育班会教案道客巴巴篇二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让学生知道各种常见的交通信号、标志和标线，
知道有关交通常识，懂得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教学难点：加强交通法规知识的学习，遵守交通法规

教学过程：讲解交通安全事故案例

一、导入：

二、交通法规法律条文

法规篇：

1、道路、交通

2、交通安全

3、交通法规

4、道路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

5、看图识标志

常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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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示篇：

1、骑自行车违反交通法规

2、行走时违反交通法规

3、铁路或铁路口违反交通法规

4、交通安全教育卡

三、观看小品——《爸妈，对不起》

情景二：一次来学校，他因在路在耽搁了一些时间，快迟到
了，在横过学校门口的的马路时，他因心急，不走人行横道，
想快速地跑向对面，就在这时，悲剧上演了，就在他横冲时，
一辆车直接撞上了他，他倒在了血泊里。

情景三：因医院抢救他保住了生命，可从此他再也站不起来
了，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看着为他悲痛伤心的爸爸妈妈，留
下了深深悔过的泪水。

本课小结

同学们，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树立交通安全意识，
从精神上远离交通安全隐患，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继续进
一步搞好我们的交通安全教育，减少交通违章，杜绝交通事
故。

四、交通知识问答课堂练习

1、行人在经过人行横道时，怎样走才最安全？



a、一直向右看b、一直向左看c、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2、行人在没有交通信号灯和人行横道的路口应如何通过？（）

a、跑步快速通过b、示意机动车让行后直行通过

c、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

3、黄灯持续闪烁时表示（）

a、有危险，车辆、行人不准通过b、车辆、行人可以优先通过

c、车辆、行人须注意观望，确认安全后通过

4、当路口信号灯为红灯和黄灯同时亮时，它表示的是什么含
义？（）

a、即将变为绿灯，做好起步准备

b、清理路口，不准通行c、道路通畅，快速通过

5、机动车行驶时，除驾驶人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外，同车
还有哪些人要使用安全带？（）

a、前排乘车人b、后排乘车人c、全部乘车人

五一安全教育班会教案道客巴巴篇三

小班幼儿自我认知，自我意识已经初步形成，他们对自己的
身体和身边的事物特别关注。小手是幼儿最常用、最熟悉的
一部分，他们每天用小手做许多事情。但是小班幼儿生活经
验少，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不知道怎样
保护小手，我想通过本次活动让幼儿掌握一些安全保健常识。



1、知道爱护小手，不玩尖利的东西。

2、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和保护方法。

相关图片一张。

1、请幼儿观察图片，提问：

——这个小朋友的手怎么啦？（出血了）

——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呢？（被东西划破了）

——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玻璃片、针、铁钉、
铁丝、剪刀等。因为这些东西很尖，很锋利。）

——启发幼儿回忆：自己的手有没有被划破过，手划破了有
哪些不方便。

2、讨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

教师小结：我们周围有很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
锋利的，如果我们去玩这些东西，就会把手划破，给自己带
来危险和许多不方便。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以
免我们的手受伤，影响我们的教学和生活。

3、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受了伤的手。

——如果手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
口？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
感染、化脓。）——手受伤了怎么办？（如果擦伤了皮，要
先清洗伤口，然后涂上红药水或紫药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
理。）

——手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能把伤手浸在水里，
不能随便揭掉包布，要按时找老师、医生换药等。）



如果我们的小手已经受了伤，就更要好好保护，这样才能使
它快快恢复健康，为我们服务。

通过本次活动，让幼儿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小手。在活动中，
幼儿积极回答问题，兴趣浓厚。也知道不能触摸危险的物品、
不玩危险的东西，在自我保护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五一安全教育班会教案道客巴巴篇四

一、教学目标：

1.切实加强元旦期间幼儿安全教育，增强幼儿安全防范意识。

2.向幼儿进行防冻、防烫、防交通事故、食品安全、预防传
染病等安全防范教育，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

3.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4.增强安全意识，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危险的地方玩耍。

二、教学准备：

元旦假期安全ppt课件

三、教学过程

(一)介绍元旦知识

(二)防冻疮。

1.冻疮最常张在哪？常发生在身体末端，暴漏部位。

2.冻疮防护。

(1)室内保暖：尽量保持室内温度不低子10℃



(2)外出保暖：外出时带好手套、帽子，穿棉鞋棉袜

(3)裸露皮肤擦护肤品

(4)合理饮食：适当多食用年羊肉等防寒保暖的食物

(5)适当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提高皮服对寒冷的适应力

(三)交通安全。

1.步行安全：

(1)行人须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要靠路边行走。

(2)行走时必须要看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

(3)行人不准在车道上追逐，或车辆临近时猛拐横穿。

(4)不准在道路上扒车、追车或强行拦车或抛物击车。

(5)不准在公路上玩耍、嬉闹。

(6)学龄前儿童在街道或公路上行走，须有成年人带领。

2.乘坐公共汽车安全知识

(1)乘坐公共汽车，要排队候车，按先后顺序上车，不要拥挤。
上下车均应等车停稳以后，先下后上，不要争抢。

(2)不要把汽油、爆竹等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带入车内。

(3)乘车时不要把头、手、胳膊伸出手窗外，以免被对面来车
或路边树木等刮伤;也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以免伤及他人。

(4)乘车时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



站立，手应握紧扶手，以免车辆紧急刹车时摔倒受伤。

(四)迷路了怎么办？

小朋友们要记住，平时应当准确地记住自己家庭所在的地区、
街道、门牌号码、电话号码及父母的工作单位名称、地址等，
以便需要联系时能够及时联系。迷路了也可以向路上的行人
问路，还可以找警察叔叔，让他们把自己送回家。如果迷了
路，要沉着镇静，开动脑筋想办法，不要瞎闯乱跑，以免造
成体力的过度消耗和意外。

(五)预防烫伤发生烫伤对小儿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因此，玩
火、火柴以及煤气灶具的危险性，教育小儿不要在厨房打闹。
家中的开水壶不要放在地面，暖瓶不要放在桌旁床边，以免
小儿碰倒造成烫伤。对于严重的各种烫伤，特别是头面、颈
部，因随时会引起休克，应尽快送医院救治。头、面、颈部
的轻度烫伤，经过清洁创面涂药后，不必包扎，以使创面裸
露，与空气接触，可使创面保持干燥，并能加快创面复原。

(六)食品安全小朋友们要记住，路边的小食品颜色艳丽，包
装精美，口感好，价格便宜，又有小玩具在里面。这些漂亮
美观的小食品很有诱惑力和吸引力，但那些小食品都是一些
不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卫生条件差，不干净，而且里面还添
加了化工原料，对身体有害。自觉拒食垃圾食品，让父母帮
助选择营养丰富、绿色健康食品。大家相互监督，远离垃圾
食品，爱护自己的身体。

(七)预防传染病流感流行的时候要减少到人群密集的公共场
所。保证健康饮食及充足的睡眠，勤锻炼，勤洗手，室内保
持通风，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若出现高烧、结膜潮红、
咳嗽、流脓涕等症状，在家中，要及时告诉家人，前往正规
医院看病。在学校，要及时告诉老师，老师会通知你的家长，
带你去看病。治疗期间，不能去学校。要等病完全好了，才
能去学校。



(八)不玩电。小朋友们要记住，我们千万不能碰电插线板，
不把手指和小金属片捅电插线板和插座的小嘴巴，电器的插
头要请爸爸妈妈插，学会安全用电。

四、教学反思：

本教学主要让幼儿能熟悉交通、消防、疾病预防等各方面的
安全知识，并懂得保护自己;通过本教学增强了幼儿的安全意
识，随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知道生命的重要性。

五一安全教育班会教案道客巴巴篇五

一、教学目的：

加强法制教育宣传，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学生养成
学法，懂法，依法办事的好习惯，有效地树立和维护学校良
好的学风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加强法制教育宣传，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学生养成
学法，懂法，依法办事的好习惯，有效地树立和维护学校良
好的学风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知识技能目标：

让学生更了解法律，并知道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使学生在遇
到某些情况下(如：被打劫，勒索等)懂得如何运用法律去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教学重点：

通过案例分析和学生参与讨论事例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



五：教学时间：

1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引言：

二、新课

(一)、你对法律知多少：

1、说出你所知道的有关青少年的法律法规的名称.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

2、请你举例说说哪些是未成年人不能做的事情：

旷课，夜不归宿，参与赌博或者变相赌博，偷窃，故意毁坏
财物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适
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观看，收听色情，淫秽的音
像制品读物等，打架斗殴，辱骂他人，携带管制刀具等等.

(二)正确对待父母和学校的教育

随着年龄的增长，未成年学生的独立自主意识逐渐增强.未成
年学生的独立自主的意识是很可贵的，有些未成年学生对家
长和教师的教育缺乏正确的态度.如认为父母“赶不上潮流”，
对父母的话听不进去，甚至动不动就与父母顶撞，耍态度，
发脾气；对教师的批评教育很反感，认为是和自己过意不去.
如果连教师，家长的正确教育也不接受，那就很容易在生活
的道路上出现偏差.

案例：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因为害怕第二天的家长会很晚



才回到家.回家之后父亲知道他成绩很差就辱骂他，逼得他与
父亲顶撞之后离家出走.

请大家思考：你是怎样看待故事中的父子俩的做法的(讨论)

(三)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应该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
护最有效的措施是求助法律.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不受侵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

案例：小陈是一个农村姑娘，9岁时由父母做主，同一个21岁
的男青年订立了婚约.男方给了小陈的母亲1960元礼金.小
陈13岁时，提出要与男方解除婚约.男方不肯，坚持“要人不
要钱”.小陈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便到法院起诉，要求解约.
法院经过调查，在做好疏导工作的基础上，依法裁决由小陈
的父母退还男方1960元礼金，小陈与男方解除非法婚约.就这
样，小陈依靠法律，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学会断案

例1.父母不让孩子上学违法吗

答案：违法

案例2.未成年人被判缓刑学校能否拒绝入学

答案：不正确

(五)中学生预防侵害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

原则：

1.依靠法律，预防违法犯罪对自己的侵害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指出：“教育孩子们从小学法，
守法，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监护人有权要求
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中小学生要
明确，依靠法律是预防侵害的首要原则，是自我保护的必备
武器.

依靠法律，必须学法，知法.要学习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掌
握必要的法律知识.要弄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是
无罪，什么是犯罪；什么是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合法权益，
什么是受到侵害.还要弄清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对未成年
人保护的内容和法律责任.

依靠法律，必须用法.要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行使权利，并
在违法犯罪行为对自己形成侵害时，能够依靠法律手段进行
自我保护.要做到：一克服“害怕对方报复，干脆自认倒霉”
的错误思想；二克服“管它三七二十一，我私下找人报复”
的错误做法.总之，就是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我保护，而
不能用个人感情代替政策，法律.

2.依靠组织，预防违法犯罪对自己的侵害

这里所说的组织，一般是指侵害发生地或自己所在的街道办
事处，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学校等部门.其中有的街道，
区县还专门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对
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加以
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由于对本地
区，本部门的社会治安和人员活动等情况熟悉，这些组织就
会依据法律，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及时妥善地处理解决未成
年人受侵害的问题.

3.依靠群众，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对自己的侵害



长.群众的眼睛雪亮，智慧丰富，威力无穷，不断涌现出保护
少年儿童，见义勇为的好市民，好青年，好干部.所以当中小
学生受到违法犯罪分子的侵害时，要千方百计地求助身边的
群众，共同来对付坏人.当群众勇敢而义无反顾地和违法犯罪
分子做斗争时，违法犯罪分子将成为过街老鼠，无藏身之地，
遭灭顶之灾.

4.依靠智慧，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对自己的侵害

勇于斗争，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不能怯弱，不能束手待
毙，不能让坏人为所欲为，这是中小学生预防侵害的必要前
提.

基本方法：

1.义正辞严，当场制止.

当你受到坏人的侵害时，要勇敢地斗争反抗，当面制止，绝
不能让对方觉得你可欺.你可以大喝一声：住手!想干什
么“，”耍什么流氓“从而起到以正压邪，震慑坏人的目的.

2.处于险境，紧急求援.

当自己无法摆脱坏人的挑衅，纠缠，侮辱和围困时，立即通
过呼喊，打电话，递条子等适当办法发出信号，以求民警，
解放军，老师，家长及群众前来解救.

3.虚张声势，巧妙周旋.

当自己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可故意张扬有自己的亲友或同学
已经出现或就在附近，以壮声势；或以巧妙的办法迷惑对方，
拖延时间，稳住对方，等待并抓住有利时机，不让坏人的企
图得逞.



4.主动避开，脱离危险.

明知坏人是针对你而来，你又无法制服他时，应主动避开，
让坏人扑空，脱离危险，转移到安全的地带.

5.诉诸法律，报告公安.

受到严重的侵害，遇到突发事件，或意识到问题是严重的，
家长和校方无法解决.应果断地报告公安部门，如巡警，派出
所，或向学校，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治保委员会等单位或部门举报.

6.心明眼亮.记牢特点.

遇到坏人侵害你时，你一定要看清记牢对方是几个人，他们
大致的年龄和身高，尤其要记清楚直接侵害你的人的衣着，
面目等方面的特征，以便事发之后报告和确认.凡是能作为证
据的，尽可能多的记住，并注意保护好作案现场.

7.堂堂正正，不贪不占.

不贪图享受，不追求吃喝玩乐，不受利诱，不占别人的小便
宜.因为”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往往是贪点小便
宜的人容易上坏人的当.

8.遵纪守法，消除隐患.

自觉遵守校内外纪律和国家法令，做合格的中小学生.平日不
和不三不四的人交往，不给坏人在自己身上打主意的机会，
不留下让坏人侵害自己的隐患.如已经结交坏人做朋友或发现
朋友干坏事时，应立即彻底摆脱同他们的联系，避免被拉下
水和被害.



五一安全教育班会教案道客巴巴篇六

一、通过教育使学生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涉及安全，安
全系着千家万户，关系到大家的生命财产。

二、在教育中，让学生了解一些基本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
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识。

三、教育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后应如何
去处理。怎样预防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

1、导入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其中
的“行”，要涉及交通问题。同学们平日里上学、放学，节
假日外出、旅游，除了步行以外，还要骑自行车、乘公共汽
（电）车，路程更远的，要乘火车、乘船。所以，交通安全
问题是我们必须重视的，要从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掌握必
要的交通安全知识，确保交通安全。

二、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同学们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正是一天中道路交通最拥挤的时
候，人多车辆多，必须十分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
路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最好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结伴外出
时，不要相互追逐、打闹、嬉戏；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围
情况，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报或做其他事情。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在雾、雨、雪天，最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以便于机动
车司机尽早发现目标，提前采取安全措施。

三、横穿马路应该注意什么？

横穿马路，可能遇到的危险因素会大大增加，应特别注意安
全。

l、穿越马路，要听从交通民警的指挥；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
“绿灯行，红灯停”

2、穿越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线；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
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

3、穿越马路时，要走直线，不可迂回穿行；在没有人行横道
的路段，应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在确认没有机动车通过时
才可以穿越马路。

4、不要翻越道路中央的安全护栏和隔离墩。

5、不要突然横穿马路，特别是马路对面有熟人、朋友呼唤，
或者自己要乘坐的公共汽车已经进站，千万不能贸然行事，
以免发生意外。

四、乘坐机动车应该注意什么？

汽车、电车等机动车，是人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为保证乘
坐安全，应注意以下各点：

1、乘坐公共汽（电）车，要排队候车，按先后顺序上车，不
要拥挤。上下车均应等车停稳以后，先下后上，不要争抢。

2、不要把汽油、爆竹等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带入车内。



3、乘车时不要把头、手、胳膊伸出手窗外，以免被对面来车
或路边树木等刮伤；也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以免伤及他
人。

4、乘车时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
站立，手应握紧扶手，以免车辆紧急刹车时摔倒受伤。

5、尽量避免乘坐卡车、拖拉机；必须乘坐时，千万不要站立
在后车厢里或坐在车厢板上。

6、不要在机动车道上招呼出租汽车。

五、骑自行车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骑自行车外出比起走路，不安全的因素增加了，需要注意的
安全事项如下：

1、要经常检修自行车，保持车况完好。车闸、车铃是否灵敏、
正常，尤其重要。

2、不要在马路上学骑自行车；未满十二岁的儿童，不要骑自
行车上街。

3、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不逆行；转弯时
不抢行猛拐，要提前减慢速度，看清四周情况，以明确的手
势示意后再转弯。

4、经过交叉路口，要减速慢行、注意来往的行人、车辆；不
闯红灯，遇到红灯要停车等候，待绿灯亮了再继续前行。

5、骑车时不要双手撒把，不多人并骑，不互相攀扶，不互相
追逐、打闹。

六、乘坐汽车应该注意什么？



汽车是人们外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为保证乘坐安全，应注
意以下几点：

1、乘坐公共汽车，要排队候车，按先后顺序上车，不要拥挤。
上下车均应等车停稳以后，先下后上，不要争抢。

2、不要把汽油、爆竹等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带入车内。

3、乘车时不要把头、手、胳膊伸出手窗外，以免被对面来车
或路边树木等刮伤；也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以免伤及他
人。

4、乘车时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
站立，手应握紧扶手，以免车辆紧急刹车时摔倒受伤。

5、乘坐小轿车、微型客车时，在前排乘坐时应系好安全带。

6、尽量避免乘坐卡车、拖拉机；必须乘坐时，千万不要站立
在后车厢里或坐在车厢板上。

七、道路能否玩耍？

另外一些同学，因为不懂得在道路上玩耍的危害性，甚至在
道路中间拦车、追车、扒车和向汽车投掷石块，以此为乐，
这是最最危险的举动，一旦被车撞倒，后果不堪设想。道路
不是游戏场所，不能在道路上玩耍。我们要互相提醒，大胆
劝阻，当一名维护交通安全的“宣传员”。

八、认识交通标线

马路上，用漆划的各种各样颜色线条是“交通标线”。道路
中间长长的黄色或白色直线，叫“车道中心线”。它是用来
分隔来往车辆，使它们互不干扰。中心线两侧的白色虚线，叫
“车道分界线”，它规定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非机动



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在路口四周有一根白线是“停止
线”。红灯亮时，各种车辆应该停在这条线内。

九、指挥灯信号的含义

（1）绿灯亮时，准许车辆、行人通行；

（2）红灯亮时，不准车辆、行人通行；

（4）黄灯闪烁时，车辆、行人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

十、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怎么办？

（1）、千万不要“私了”，如伤势不重的情况下，及时寻求
帮助，叫旁边的叔叔阿姨及时通知自己的父母或者老师，或
者打“122”、“110”报警，通知警察赶到现场处置。

（2）、一定要及时记住肇事车辆牌号、颜色、大小、形状，
以防肇事车辆逃逸。

（3）、不要移动伤者和车辆，一定要保护好现场以使认清事
故责任。确实要移动的，也要划为好详细标记。

同学们必须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在校园内
不能骑车，在校外必须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定。不乱穿马
路，过马路时注意车辆，不坐无牌无照、超员、超速车辆。
遇事要及时报告，寻求帮助，叫旁边的叔叔阿姨及时通知自
己的父母或者老师，或者打“122”、“110”报警，通知警
察赶到现场处置。

同学们，安全工作重于泰山，健康良好的身体才是学习、工
作、生活的重要前提，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随时
注意安全。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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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安全教育班会教案道客巴巴篇七

1、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一些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规则，
懂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及不懂交通规则所带来的危
害性，懂得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人人都必须遵守交通规
则。

2、形成学习、讲安全知识的氛围，培养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
和能力和热爱生命的情感，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打好基础。

1、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学习交通安全方面的资料。

2、制作课件，主要内容有：交通安全事故资料、交通安全标
语等。

一、导入

有一根弦它常响在我们身边，有一根弦它连着我们的生命线，
它的名字就叫“安全”！安全维系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与健
康，安全维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与美满。可是，我们却经常
听到这根弦绷断的声音，看到一些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场
面。



事例：洛桑惨、香妃遭车祸的事例

洛桑，一个藏族的优秀儿子，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演员，正
当他的事业即将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是车祸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1995年10月2曰因车祸去世，年
仅27岁。时至今曰，许多人还对他的表演记忆犹新！大家还
记得《还珠格格》中的香妃吗？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人，也因
为车祸而早早的离开了我们！

在我们身边，同样上演着这样的悲剧。讲述身边的事例。
（老师讲、学生讲）

在放学的路上，两个学生在追逐打闹，已经跑到了马路中间
也没注意。一个青年人骑着摩托车飞速向前行驶着。当他发
现这两个同学时已来不及刹车，于是，一起悲剧发生了！一
个学生倒在血泊中，另一个撞到在地上。车子飞快地消失在
人们的视线中。

二、认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可身边一
幕幕由于不注意交通安全而发生的人生悲剧，触目惊心，请
看资料：（多媒体显示）

1、交通事故统计资料

2004年全国因交通事故造成中学生死亡1767人，受伤10098人；
造成小学生死亡2656人，受伤10819人。交通事故已成为造成
中小学生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107193起，造成29866
人死亡、128336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4、1亿元。

2、三起惨剧



《偷骑摩托酿惨祸》：1999年10月12日晚上，山西省境内发
生一起交通肇事案。某中学高二学生周庆国骑摩托车撞到一
辆运煤大卡车，年仅十七岁的周庆国当场死亡。交通事故责
任认定书认定周庆国无证驾驶摩托车，并且没有按规定戴头
盔，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此案被定性为重大交通事故。

《马路上的悲剧》：深圳市一小学生陈洋于1999年5月24日下
午放学回家时，其父母单位的班车接了学生后在半路上发生
了一些故障，于是陈洋和同学们一起下了车，后来司机在等
人来修车，同学们就自己回家了。陈洋和一个同学结伴回家，
路上要经过几个路口，经过春风路口时，陈洋被后面的一辆
轿车撞倒在地。出事后，司机紧急将陈洋送到附近医院，其
父母随后又将其送到更大的医院，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陈洋
的生命，第二天陈洋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对于他父母更
大的打击还在后面。由于陈洋当时是在机动车道上行走，没
有做到各行其道，所以交警判定他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司
机负次要责任。

《乘车上学》：青岛市学生小明，有一天约了同学霍亮一起
乘坐112路公共汽车去上学。在车上，小明拿出新买的文具盒
给霍亮看，谁知顽皮的霍亮竟一把抢过小明的文具盒，然后
向车厢的前部跑去，还作出动作要把小明的文具盒扔出窗外。
小明急了，双手离开扶手，踉踉跄跄地冲过去要抢回自己的
文具盒。可就在这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由于前方有人
突然横穿马路，司机猛地踩了急刹车，巨大的惯性使小明站
立不住而跌倒，头重重地撞在坚硬的门杆上，当场昏迷了过
去。由于伤势过重，小明抢救无效死亡，巨大的悲痛留给了
他的母亲。

可见，交通事故是造成中小学生伤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三、认识交通标志，增强安全意识

四、书写交通安全标语



交通安全的标语随处可见，你注意到没有？你知道有哪些？
能否说出来？学生先说后写。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安全来自警惕，事故出于麻痹。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才能伴一生。

狭路相逢“让”者胜。

红灯停，绿灯行，不越线，不抢行。

酒后驾车，拿命赌博。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请您注意交通安全。

人生美好，步步小心。

倡导文明交通意识，塑造良好学生形象。

行万里平安路，做百年快乐人。

良药苦口利于病，交通法规利于行。

横穿马路：一看、二等、三通过。

五、确保自身安全，我们要做到：

1、走路时，做到四个“不”：不要在马路上嬉戏乱跑；不与
机动车辆争抢道路；不翻越交通隔离设施；不盲目通过路口。

2、候车时，做到二个“不”：不站在车行道上上下车；不乱
拥挤上下车。



3、乘车时，做到四个“不”：不乘坐超载车辆；行车途中不
要将头手伸出车外；不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不在车内
随意走动打闹。

六、升华小结

最真诚的友谊是期盼，最良好的祝愿是平安！最殷切的牵挂
是父母，最美好的时刻是团圆！让我们共同撑起安全的保护
伞，感受家的温暖，享受美好的生活。祝我们永远《祝你平
安》！在《祝你平安》的歌声中结束班会。

《祝你平安》新词：你的车子检查好了吗？交通法规记在心
上了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危险事。请你一定要警惕注意安
全过得好。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
边。

路口的指示灯你看清楚了吗？安全带、灭火器你都带上了吗？
人生自古总有许多突发事，请你多做些防范，快乐多于烦恼。
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你永远
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歌声中）生命是美丽的，我们要欣赏它；生命是神圣的，
我们要敬重它；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要珍惜它。只要我们把
每一个小的行为规范做好，就能避免大的伤害。希望同学们
通过这次班会活动，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的好习惯，彻底远离交通危险。

五一安全教育班会教案道客巴巴篇八

1、加强交通法规学问的学习，遵守交通法规。

2、组织各种安全教育活动，增加遵守交规的意识。

1、法规篇



（1）道路、交通

（2）交通安全

（3）交通法规

（4）道路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

（5）看图识标志

常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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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横过公路为什么要走人行横道？

（3）没有划设人行横道的公路应当留意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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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自行车应当留意什么？

（8）乘汽车时要留意什么？

（9）遇到交通事故怎么办？

警示篇

（1）骑自行车违反交通法规



（2）行走时违反交通法规

（3）铁路或铁路口违反交通法规

2、案例

（1）《车祸是孩子意外损害的'第一杀手》

（2）《和孩子一起安全上路》

（3）《车祸重伤孤儿，企盼事故救助基金》

五一安全教育班会教案道客巴巴篇九

1、通过本课的学习，明确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教育学生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2、认识常用的交通信号、标志、标线，知道它们所代表的意
思

3、学习掌握一般行人交通法规。

认识常用交通标志，掌握基本交通法规。

图片

一课时

活动一、谈话交流

师生交流

2、是呀，车辆阻塞，交通拥挤，交通事故时常发生的`现象
的确令人担心。在交通情况非常复杂的今天，交通安全已成
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大家都希望自己“高高兴兴地



出门，安安全全地回家”。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和他人
的安全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课。

（板书课题：注意交通安全）

活动二

（一）观察图片

1、出现的是谁他站在什么地方，正在干什么。

2、你们觉得交警叔叔的工作重要吗。

3、你们还在哪儿见过交警叔叔，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板书：服从交警的指挥）

唐诗三百首请假条格式头伏养生吃什么

（二）看图片，学习交通标志

1、可是，聪明的同学们也许知道在道路上除了交通警察以外，
还有许许多多忠于职守、永不下岗的“交通警”。它们是谁
呢请看课文第3小节。（指名读）

2、小组讨论，看看我们常见的交通标志有哪几种。（连线）

1）指示车辆行人行进的标志叫（）。

2）传递道路方向、地点、距离信息的标志叫（）。

3）禁止或限制车辆、行人前进的标志叫（）。

4）警告车辆、行人注意危险地点的标志叫（）。



3、同学们学得真快，下面看看你能识别哪些交通标志。

交通标志的不同形状、底色分别代表什么意义

黄：警告红：禁止蓝：提示

4、说说图中有哪些交通标志它们各自表示什么意思。

5、同学们还知道哪些交通标志，说出来让大家长长见识。

6、有了这些默默无闻的“交通警”，我们的行动真是既方便
又安全了。

活动三、游戏反馈

1、为了确保道路通畅，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我国于1998
年8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其中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七条明确指出了行人必须遵
守的法规。

2、游戏抢答：看图能判断出下列行为的对错吗

3、再请你们做一次交通事故小调查，查出事故原因。

4、假如你是一位小交警的话，你将怎样纠正这些错误的交通
行为，并怎样进行教育呢？

五处错误：

1）红灯亮，自行车行

2）行人靠左行

3）追车奔跑



4）过马路不走人行天桥

5）跨越护栏

5、（略举一——二个交通事故案例）同学们想一想，他们为
什么会发生意外呢。

6、小结：因此，我们大家都应遵守交通法规，只有这样，才
能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平安。

四、小结

这节课，我们认识了许多常用的交通标志，学会了行人交通
法规。老师祝同学们今后交通规则牢牢记，交通安全要注意，
一路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