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寒假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教案(汇
总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寒假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教案篇一

1、通过演习，训练教师和幼儿在紧急状况下有序地通过安全
疏散通道。

2、教育幼儿遇到危险时才能听从老师的指挥，作出基本的。
自救行为。

3、培养教师和幼儿相关的安全意识和保护能力。

1、知道火灾中自救的基本常识。

2、熟悉本班的逃生路线。

1、警报响起，教师迅速做好准备工作。

2、教师即刻停止一切活动，组织幼儿迅速按规定的疏散线路
带领幼儿有序下楼，集中到操场安全地带，再清点人数。

3、在规定的时间内，确保幼儿快速、安全、有序地脱离受灾
地点，做到无遗漏、无丢失、无伤害。

寒假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教案篇二

1、强化学生安全意识，了解更多的安全知识；



2、了解地震时一些自我保护常识；

了解一些交通安全知识；

让学生了解日常生活、玩耍、行走时要注意安全，学会把握
自己，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知识，知道怎样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地震时一些自我保护常识：

1、要躲在坚固的家具下；

2、赶紧熄灭火，关闭火源；

3、逃出室外不要慌乱；

4、发生火灾立即扑灭；

5、要徒步避难，尽量少携带东西；

6、严禁在狭窄的地面、墙根、悬崖、河边停留；

7、注意山崩和地裂；

8、在河边要注意防海啸，在低洼地要注意水淹；

9、注意余震，不要听信谣言；

10、保持秩序，注意卫生。

讲解小学生怎样防止火灾发生。

1、点燃的蜡烛、蚊香应放在专用的架台上，不能靠近窗帘、
蚊帐等可燃物品。



2、到床底、阁楼处找东西时，不要用油灯、蜡烛、打火机等
明火照明。

3、中小学生不要随身携带火柴、打火机等火种。

4、不能乱拉、乱拉电线，随意拆卸电器，用完电器要及时拔
掉插销。

5、发现燃气泄漏时，要关紧阀门，打开门窗，不可触动电器
开关和使用明火。

6、阳台上、楼道内不能烧纸片，燃放烟花爆竹。

7、使用电灯时，灯泡不要接触或靠近可燃物。

经过这次学习，同学们已经了解到了很多安全的常识或知识，
安全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的，希望大家在以后能够多学习
了解更多的安全知识，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相信我们
一定会远离灾害，平安一生！

寒假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教案篇三

楼梯口是我们的重点安全防范部位，不少学校都发生过楼梯
拥挤造成的安全事故。在课间休息时，教室里、走廊上、楼
梯间到处都是走动或者站着的同学，如果追赶打闹，一是可
能由于跑的速度过快而使自己扭伤手、脚、腰或跌得头破血
流；二是可能撞倒其他同学，造成意外事故，或引起同学间
的矛盾纠纷。

学校或班级都要组织一些公益劳动和打扫卫生的劳动，这是
十分必要的。但在劳动中，也极有可能出现一些危险，同学
们要注意了解劳动场地的特点，做好安全防范；注意劳逸结
合，累了就休息一会再劳动；不要在高空和有危险的地方劳
动；不要在劳动时间打闹嬉戏。



马路不是游戏场所，不能在道路上玩耍；不仅自己要遵守交
通规则，还要互相提醒，相互监督，相互照应，当一名维护
交通安全的"宣传员"；不坐"三无"车辆；过马路时做到一停、
二看、三通过，靠右行；在城市里还要注意走斑马线，走人
行道。

不在路边小摊点、无证无照的商店买东西，不买"三无"过期
变质食品，不暴饮暴食。在校外不能随意的相信别人，碰到
有人问路时我们只能指路不能带路，不能和不熟悉的人一起
玩，遇到坏人时应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

不迟到早退旷课，不违纪，按时作息；严禁购买、收藏、携
带管制刀具；爱护学校财产，不损坏公物；配合门卫人员的
管理工作，保证校园的安全。

随时做好防火防盗工作，要保管好自己的钱物，防止各种事
故的发生。如果发生安全隐患要及时报告老师。新的学期，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的学习创造一个更好更优良的环境。

1、上下楼梯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奔跑，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扶
好栏杆，整队下楼时要与同学保持一定距离，上下楼时不要
将手放在兜里，不要在楼道内弯腰拾东西、系鞋带上下楼靠
右行。

2、集体活动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时间，遵守纪律，遵
守秩序，语言文明。

3、课间活动的强度要适当，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以保证继续
上课时不疲劳、精力集中、精神饱满，活动的方式要简便易
行，如做做操等，活动要注意安全，切忌猛追猛打，要避免
发生扭伤、碰伤等危险。

4、如何正确对待老师的批评，敢于自我反省，认真反思。如
果真是老师误解，应该和老师好好交流。切忌偏激，甚至做



出什么过激的行动。

5、青少年时期容易冲动，容易感情用事，因此，在同学间遇
到矛盾时，一定要冷静，要理智，切忌用拳头代替说理，给
自己和同学带来不良的后果。

6、不要把球带到教学楼，在教室楼的走廓上踢，这种行为既
违反了校规，又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试想一想，若把玻
璃窗踢碎，玻璃片飞入哪一位同学的眼中，那后果是不堪设
想的。

7、为什么不能提前到校，一些学生在校外发生矛盾，无人调
解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在校门外拥挤，会造成意外伤害。

8、当自己感到身体不适时要及时告知班主任或任课教师，与
家长取得联系。

9、你不认识的人自称是你家人的朋友，要将你接走，要先让
班主任与家人取得联系再视情况而定。

10、安全小常识临危逃生的基本原则：保持镇静，趋利避害；
学会自救，保护自己；想方设法，不断求救；记住电话，随
时求救：“119”——火警“110”——报警“120”——急
救“122”——交通事故报警打电话时要说清地点、相关情况、
显著特征。

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切的前提
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
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寒假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教案篇四

1、了解校园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2、掌握安全知识，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3、进行预防灾害，提高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

教学重点：掌握安全知识，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同学们，新的学期开始了，我们又相聚在一起，老师非常高
兴。相信大家在假期里过得非常愉快。现在开学了，老师想
要讲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安全”。新的学期，安全将时
时伴随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

《高速公路上发生的车祸》

同学们看完这条新闻你想说些什么呢?(生讨论发言)

(生讨论师总结)

(生列举)

1、学生在体育课、课间活动、集体活动的安全隐患。

2、学校围墙存在的安全隐患。

3、学生在上学、放学路上的交通安全隐患。

4、校园意外伤害的隐患。

师：那我们该怎样预防呢?

1、注意课间安全：大课间、体育课以及参加集体活动时，前
后左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太拥挤，不然容易踩脚、绊
脚，容易摔倒。在课间玩耍时要文明玩耍，不做剧烈的活动;
上下楼梯靠右走，“右行礼让”;不在教室内打球、踢球、跳
绳、踢毽。严禁用扫帚、拖把、铅笔、石头等危险物品玩耍、
投掷。集体活动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时间，遵守纪律，



遵守秩序，语言文明。

2、校园围墙的安全：不要攀爬围墙，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地
方，不要过去玩耍，更不能向围墙外面乱扔垃圾、石子等危
险物品。

3、交通安全：要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秩序。在上学、回家的
路上应该走路右边行走，在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马路时要减速
慢行，注意来往的行人、车辆，确认安全后方可。不骑自行
车;不乘坐农用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超载车辆。

4、讲究饮食安全：拒绝三无食品，不吃腐烂变质食品，不吃
零食，不喝生水，不在校外无证摊点上吃饭，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果皮纸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6、每位同学还要注意心理安全：在同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
静，要理智，切忌猜疑、让家长来学校为你撑腰，以免给自
己和同学带来不良的后果。同学之间要互相体谅、理解，以
平和的心态来面对。

1、要有“防火灾、防触电、防侵害”意识。不吸烟、不玩火，
不焚烧废弃物;不随意触摸电器，不私拉电线，不在教室内使
用充电器、热得快、等电器;不和陌生人说话，遇到形迹可疑
的人要报告保卫科或教师。

2、要学会自护自救，要提高自我防御能力。学会简易的防护
自救方法，遇到偶发事件要冷静对待;敢于批评、指正一切违
反安全的人和事。

4、紧急电话：“119----火警”“110----报警”“120----
急救”“122----交通事”事故报警。注意，打电话时要说清
地点、相关情况、显著特征。

这里我就本期的安全工作向同学们强调以下要求：



1、增强安全意识，时时处处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加强安
全教育。

2、认真吸取近几年来安全事故血的教训，树立自我防范和保
护意识，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3、严禁学生擅自下河、池、水库等危险水域游泳(游玩)，洗
澡、钓鱼等。

4、严禁到高速路施工场地或危险楼房、地段、桥梁、游玩、
逗留。

5、注意户外活动安全，确保学生不在危险地带玩耍，不做危
险游戏，不私自外出游玩。

6、不准攀爬电杆、树木、楼房栏杆、不翻越围墙、不上楼顶
嘻闹。

7、交通安全。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准骑自行车上路，不攀
爬车辆，不在铁路、公路上停留、游玩、奔跑、嬉闹。

8、防火安全。不准玩火，不准私自上山带火，不接触易燃易
爆物品，不随便放烟花，爆竹。寄宿学生要有监护人，注意
做饭用火安全。

9、严防煤气中毒。住房内要注意通风，严禁晚上将煤炉放置
室内。

10、不随便接触电源和带电电器，不在雷雨时避于树下、电
线杆下或其它易发雷电的地方。

11、不准随便吃零食、野果，不吃过期和霉烂变质的食品，
注意饮食卫生，严防食物中毒。

12、不准进行不安全的戏闹，如抛石头、土粒、杂物，拿弹



弓、木棍、铁器、刀具等追逐戏打。

13、不准未告知家长私自外出。外宿和远游，防止被绑架、
拐骗或走失。

同学们，生命是宝贵的，面对生命我们要珍惜、敬畏。把安
全意识化为行动，让危险远离我们的生活，有平安健康才有
幸福梦想!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形成“安全”的浓厚意识。要
时刻有安全意识，努力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警钟常鸣，永记
心间!

最后，希望同学们自觉遵守学校安全规定，每天高高兴兴上
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祝愿同学们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寒假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教案篇五

1、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学生树立自护、自救观念，形
成自护、自救的意识，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2、能懂会用一些基本常用到的校内外的安全知识，达到积极
预防危险的发生并提高学生基本自我保护的能力。

学习如何防溺水、防雷电、、防火灾、防中毒、交通安全、
等知识。

（一）导入；

1、问题；生活中经常发生哪些灾害？我们应该怎样学习了解
和预防？

2、展开讨论：（略）



3、小结；中小学生因安全事故、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死
亡的，平均每天有40多人，就是说几乎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在
“消失”。校园安全涉及到青少年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安全隐
患有20多种：交通事故、食物中毒、体育运动损伤、网络交
友安全、火灾火险、溺水等。有专家指出，通过安全教育，
提高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80%的意外伤害将可以避免。

（二）活动内容

1、学习用电安全知识：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
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
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
况，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
等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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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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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5）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
儿童不准骑自行车上街。

3、学习防火知识：

（1）不要在易燃物品（棉织物、柴草堆、木板堆、柴油汽油
库等）附近玩火、放鞭炮。注意（液化气）灶的合理使用，
用完电熨斗、电炉后应立即拔出插头。

（2）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法
离开火场。要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报警时要向消防部门讲清
着火的地点，还要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怎么样。

（3）逃生时，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
湿衣物包裹身体。

4、学习与人交往安全知识：

5、学习食品安全知识：

不吃过期、腐烂食品，有毒的药物（如杀虫剂、鼠药等）要
放在安全的地方。

6、学习防雷知识

问：雷雨天易发生雷击的场所是哪里？

（1）地势较高处的校舍。

（2）无防雷设施的校舍。

（3）离高大树木、电线杆等物体很近的校舍。



（4）露天游泳池、开阔的水域或小船上，树林的边缘。

（5）电线杆、旗杆、干草堆、帐篷等没有防雷装置的物体附
近。

（6）铁轨、水管、煤气管、电力设备、拖拉机、摩托车等外
属物体旁边。

（7）孤立的烟囱或大树（山顶孤立的大树下尤其危险）。

（8）空旷地带孤零零的棚屋、岗亭等。

问：雷雨天易引发雷击的行为有哪些？

（1）大开门窗，赤脚站在泥地或水泥地上。

（2）接触天线、煤气管道、铁丝网、金属窗、建筑物外墙。

（3）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收音机和电视机，拨打、接听电话。

（4）用喷头洗澡。

（5）在旷野中打伞或高举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锄头等。

（6）进行打高尔夫球、踢足球、攀登、钓鱼、游泳等户外活
动。

问：如何预防雷击灾害？

（1）主动与地质、气象部门沟通，远离风险源选择校址；给
校舍安装防雷装置，并进行定期检测，及时维护；清除或移
栽距校舍较近的高大树木。

（2）雷雨多发地区，学校必须成立防雷领导小组，组建应急
疏散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宣传组、综合协调组。



（3）建立本校雷击防灾应急预案，组织演练；一旦发生雷击，
全面启动学校雷击应急工作，指挥各专业组按预案确定的职
责投入抗雷救灾。

（4）在雷雨季节执行天气预报传达制度，及时向老师传达气
象状况，引起师生重视，提前准备。

学生回答后小结小结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
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
目游入深水漩涡。游泳要严格遵守“六不”：不私自下水游
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未经家长、老师同意不去游泳；
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
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深水的地方不去游泳。

时代召唤跨世纪人才，而跨世纪人才首先要学会生存。同学
们，别忘了，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学会保护自己，
让我们戴上“自护”小奖章，迈出通向21世纪的起跑线；让
所有的孩子们天天快乐，日日平安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
安全，掌握自救、自护的知识，锻炼自己自护自救的能力，
机智勇敢的处理遇到的各种异常的情况或危险，就能健康地
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