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溺水的班会教案 小学防溺水安全
班会教案(大全9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防溺水的班会教案篇一

1.使学生了解溺水事件及其发生的原因。

2.使学生学会珍爱生命，学会自救及抢救的方法。

师:现在正是天气逐渐转热季节，暑期即将来临，学生意外溺
水事故将进入高发期。

近年全国学生溺水事件(搜集相关资料)

(1) 20xx年4月26日下午4点50左右，湖北省赤壁市车埠镇小学五
(2班十一岁汪某在学校组织补课期间离校，和同班4名同学去
车埠粮店后河边玩水，不幸落水身亡。

(2)20xx年4月26日，安徽省六安市一所小学六年级的多名男
生各自在家吃过午饭后，来到距离学校不远的淠河寿县段河
边玩耍。一名男生在洗脸时不慎落水，其他人见状纷纷下水
施救， 4名学生手拉手救最先落水的男生，不幸5人均被急流
冲走。

(3)20xx年4月29日，五一假期前一天，安徽省安庆市接连发
生两起初中生游泳溺亡事故，三名初中学生不幸遇难。第一
起事故发生在4月29日14时许，安庆市大观区海口镇红星初级
中学4名九年级男生在中考体育考试结束后，和该校3名七、
八年级学生，一共7人来到该镇南埂村江滩边坐着聊天，后九



年级学生唐某某和张某某跑到上游，脱衣下水游泳。过了一
会，其他学生赶来时发现其中一人头已被水淹没，两只手在
不停拍打，他们便急忙呼喊救人。结果2名学生溺水死亡。

另一起事故发生在4月29日17时许。据当地警方介绍，当天16
时20分，安庆市大龙山中学八年级学生王伟(化名)放学后，
和两名同学结伴去家附近的池塘游泳。17时许，三人在水塘
游泳时，不慎滑入池塘一坑洼处，双脚陷入淤泥中，王伟的
两名同学奋力挣扎爬出了池塘，而王伟在淤泥中越陷越深，
人随之被水淹没。两名爬上岸的同学见状大声向附近群众呼
救。但为时已晚，18时许，王伟的遗体被群众打捞上岸。

师:听了这个报道，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轻
松。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
消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生:(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

师:人，应该珍爱生命。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的安全教育。

师:什么是溺水?

生:讨论

小结:溺水是常见的意外，指大量水液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
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
河、湖泊、池塘等处。溺水者面色青紫肿胀，眼球结膜充血，
口鼻内充满泡沫、泥沙等杂物。部分溺水者可因大量喝水入
胃、出现上腹部膨胀。溺水可造成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
失，重者因心跳、呼吸停止而死亡。

衔接:溺水已成为我们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随着天气逐
渐变热，溺水的危险将增加。



师:溺水原因主要有哪几种?

生:讨论，

小结:

1.在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捡落入水中的物品;

2.在水中逞能打闹或游泳时抽筋;3.雨天掉入深水坑;4.过桥
走汀步不慎落水;5.被洪水冲走。

衔接: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识而
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

师: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

生:我们外出游泳玩水做到“六个严禁”:严禁私自下水游泳，
严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严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
下游泳，严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严禁到无安全设施、无
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严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要是大腿抽筋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1)若溺者口鼻中有淤泥、杂草和呕吐物，首先应清除，保持
上呼吸道的通畅;

四、课堂总结:

防溺水的班会教案篇二

我们是21世纪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爱
学习、爱劳动，是充满生机的新一代。我们在党的温暖的阳
光下成长，在老师的悉心哺育下一天天长大。我们是肩负重
任、跨世纪的新苗。可是，我们却经常听到一些溺水事故的



发生，看到一些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发生。
那我们该怎么预防呢？以下是一篇防溺水的安全教案。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教学重点：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一、谈话引入课题生命安全高于天，父母给你的生命只有一
次，所以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注意安全。

二、新授

1、游泳中要注意的问题。组织学生观看安全教育专题片中学
生游泳的画面。学生讨论：在游泳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总结：
游泳要严格遵守“四不”：未经家长、老师同意不去；没有
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深水的地方不去；江溪池塘不去。

三、教育学生如何预防溺水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摸底和不知水情或比
较危险且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好的游泳
场所，对场所的环境(如该水库、浴场是否卫生，水下是否平
坦，有无暗礁、暗流、杂草，水域的深浅等情况)要了解清楚。

2、必须要有组织并在老师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
以便互相照顾。如果集体组织外出游泳，下水前后都要清点
人数、并指定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3、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平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



参加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
动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待适
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
防呛水时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贸然
跳水和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
流和漩涡处游泳。

5、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
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6、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部抽筋，千万不要惊慌，可用力蹬
腿或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按摩、拉扯抽筋部位，同时呼叫同
伴救助。

四、教育学生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1、大声呼救。向附近的成人大声呼喊，尽量引起大人注意，
请大人开展营救。

2、简明扼要地向施救人员讲清落水人数、地点，便于开展营
救工作。

3、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
边；若没有救护器材，可以入水直接救护。未成年人发现有
人溺水，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
器材呼救。

最近，我国多地连续发生学生溺水事件：教育部通报称，20xx
年6月9日，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杨庄中学7名初三学生结伴在
莱芜汇河下游游泳时溺水身亡；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桃洪镇
文昌村5名小学生在桃洪镇竹塘村向家山塘游泳时溺水身亡；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方台镇7名学生在松花江边游玩



时，4人溺水身亡。同一天中16名学生溺水死亡,令人十分痛
心。

4月20日中午12时多，宝圩镇仓板小学一年级学生李广余和幼
儿班李琳琳、李秋霞、李思露4人，上午放学回到家吃完中午
饭后，相约并到离村约三百米远的松根桥头看洪水，又到桥
对面玩耍了一段时间。其时见洪水渐近桥面，急忙返回，行
至桥中，洪水漫桥，李广余、李琳琳、李秋霞、李思露不幸
被洪水冲走。

5月6日，时50分左右，10名当地高校学生在老洲乡太阳岛附
近的长江水域玩耍，10有其中7人下水发生溺水事故，经铜陵
海事处和公安部门赶到现场全力救援，2人获救，其余5人不
幸溺亡。

五、课堂总结

1、同学们小结：通过这次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希
望同学们通过这堂安全教育课，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
守防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春去夏来，天气越来越热。我们为了防止学生在游泳中发生
溺水事故，开展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主题班会课。
在炎热的夏季，游泳，是广大少年喜爱的锻炼项目之一。然
而，不做好准备，缺少安全防范意识，遇到意外时慌张、不
能沉着自救。极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据调查，中国平均每
天接近有150多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而失去生命。意外溺水是儿
童意外伤害的首要死因，10个因意外伤害而死的儿童中，有
近6个是因为溺水身亡的。在这节班会课上，有一个惨剧让我
替他们感到遗憾：6月29日，四川省达州市3名十岁左右的女
学生在水塘玩耍时溺水身亡。同学们！十岁呀！她们才年仅
十岁！这么年纪轻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有谁不为



她们感到遗憾、惋惜呢？同学们！夏天是酷热的，它的酷热
牵引着多少人去沟渠、曲江海河湖中游泳、嬉戏？正是因为
这一个个不规范的“游泳池”夺走了一个有一个含苞待放的
生命，是一个有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
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事啊！让我们一起大声呼喊：“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

防溺水的班会教案篇三

班会教室：三（3）班

班会时间：20__年5月9日

教学目标：

1、学习有关防溺水和交通安全的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在学
习中增强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帮助学生改变生活中不遵守交通安全的习惯和不良防溺习
惯，提高辨别是非能力。

3、增加自救常识，学会自救方法。感悟生命的珍贵。

教学过程：

二、活动过程

（一）交通安全

1.学生讨论：交通安全应该注意什么？

2.教师小结：强调防交通事故的“六不”，即不闯红灯；不
骑无刹车装置的自行车（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不骑车载
人；不乘坐无牌无证和超速超员车辆；不跨越道路隔离护栏；



不在道路上追车嬉戏或抛物击车。

3、课堂总结

同学们小结；通过学习教育，你懂得了什么？同学们人的生
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希望同学们通过这
堂安全教育课，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防溺水和交通
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二）防溺水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摸底和不知水情或比
较危险且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良好的游
泳场所，对场所的环境（如该水库、浴场是否卫生，水下是
否平坦，有无暗礁、暗流、杂草，水域的深浅等情况）要了
解清楚。

2.必须要组织并在家长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以
便互相照顾。如果集体组织外出游泳，下水前后要清点人数，
并指定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3.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平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
参加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
应先在浅水处淋洗，待适应水温后在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
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呛水时假牙落入食道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贸然
跳水和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
流和漩涡处游泳。

5.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
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6.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步抽筋，千万不要惊慌，可用力蹬



腿或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按摩，拉扯抽筋部位，同时呼叫同
伴救助。

四、教育学生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1.大声呼救。向附近的成人大声呼喊，尽量引起大人注意，
请大人开展营救。

2.简明扼要的向施救人员讲清落水人数、地点，便于开展营
救工作。

3.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
至岸边。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不能贸然下水营救，应立
即大声呼救。

三、小结：

游戏是快乐的，危险是恐怖的。通过这一次快乐的小游戏，
请大家记住：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
希望你们通过这个活动，你们要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
守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也要注意交通安全。记得，安全
伴我行！

防溺水的班会教案篇四

20__年6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左右，__市莱城区__中学12名
初三学生到莱芜汇河下游游泳，发生意外溺水事件，7名溺水
学生经抢救无效死亡。

县教育局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预防
学生溺水事故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学校采取切实措施，
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而这一惨剧的发生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认识到进行
防溺水活动的紧迫性。所以我校与年6月14日进行了以“珍爱
生命，严防溺水”为主题的全校范围的安全主题活动。现将
这次活动总结如下：

一、提高认识，精心安排

学校召开领导班子会议，认真学习上级关于预防小学生溺水
安全教育工作的文件精神，充分认识溺水造成小学生非正常
死亡的严峻形势，充分认识小学生预防溺水教育活动的重要
意义。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积极落实会议精神，认真分析
本地过去学生溺水事故发生的原因，精心安排今年预防溺水
教育的各项活动，形成工作方案，并传达至各班级和每个学
生家长。

二、开展活动，注重实效

从接通知至今，全校上下形成浓烈的预防溺水宣传教育氛围。
各班级教育活动主题突出，形式多样，富有特色，效果显著。
各班在统一时间开展了主题班会活动，把防溺水的精神传达
给每位学生和家长，提高他们的生命意识，严防溺水事故的
发生。

三、完善制度，常抓不懈

学校认真总结教育活动工作，进一步完善学校安全管理制度，
把预防溺水教育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抓紧抓好，特别要求教师
把这项教育工作渗透到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之中，长鸣警钟，
常抓不懈，保持和学生家长或监护人联系，关爱留守儿童，
关心走读学生，关注嬉水学生，杜绝管理盲点，避免溺水事
故发生。

虽然这次活动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的教育将继续进行。我们
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使安全教育贯穿于平时的教学中，使



它成为学生的必修课，从他们的意识中提高防溺水意识，促进
“平安校园、和谐校园”的全面发展。

防溺水的班会教案篇五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有关知识。

2、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3、自防自救的知识，深化防溺水安全教育，使孩子了解自防
自救知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4、遵守安全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5、让幼儿知道不安全的事不做，不安全的地方不去。

活动准备：事先准备事例，寻找一些图片资料

1、教师：可以穿新衣、放鞭炮……总之，这一段时间时你们
一年中最轻松、最愉快的日子。但是这期间最容易发生一些
不安全事故。现在就请几位同学介绍一下你们搜集到的在这
一期间曾发生的不安全事例。

2、出示在以往寒假和春节期间发生过的不安全事例，并由画
图学生介绍事例。

图一：几名少年在游戏厅玩时，因游戏厅失火无路可逃而丧
生。

图二：几名少年在燃放鞭炮时，一男孩被炸伤眼睛。

图三：几名少年在河上滑冰，一个小孩不幸溺水。



图四：一个小孩横穿马路，被车撞伤。

图五：一个小朋友在家中看电视，自己插电源不幸触电。

3、小结：从以上几件事例中，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在寒假和
春节期间如果放松警惕，如果不懂得自我保护，就会酿成大
祸，令自己和家长悔恨终生。因此，同学们无论是在家中还
是外出，都要做到不安全的事不做，不安全的地方不去。

结合课前学生自拟的注意要点，共同制定具体的安全措施。

1、不要接近和随便触摸带电物件，以防触电。

2、不要自己动燃气灶、热水器等，以防烫伤或煤气中毒。

3、不能沉迷上网和玩游戏。

4、不许参与迷信及不利身心健康的活动。

5、不看黄书刊、影视片和不健康网页。

6、注意饮食卫生，不暴饮暴食，防止食物中毒。

7、科学，合理的安排作息时间。

1、不到坑河滑冰。

2、不到偏僻、危险处玩耍。

3、不攀登电线杆、树木或高墙等。

4、外出乘车或过马路，最好由家长陪同，遵守交通规则。

5、到公共场所要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设施，保护环境卫
生。



6、不进网吧和游戏厅、歌舞厅。

7、放假期间一律不许到校活动。

1、认识防火、防电、交通标志。

2、记住119、110、120等特殊电话号码。

3、记住家中、父母、老师的电话号码，如遇危险情况尽快联
系。

4、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外面，如果是自己不得和陌生人说话。

通过本次班会，同学们明白了安全守法的重要性，也知道了
哪些事不能做，哪些地方不能去。希望你们加强自我保护，
记住并认真按学校及本次班会提出的各项要求去做。

防溺水的班会教案篇六

指导思想：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预防溺水、
防雷电”安全知识的宣传，包括“溺水常识”、“溺水的预
防与急救”，帮助学生了解雷电的危害以及如何防止雷电，
为学生营造一个和谐、安全的学习氛围，避免自然灾害对学
生造成伤害.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相关的救生与自救知识，更
是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能力，使广大同学更
加认识到“安全无小事，事事有安全”。

活动目的：

1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知道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安
全意识。

2利用防雷电知识宣传活动，不断提高学生自我安全防范意识。

3重视防雷，防溺水安全知识的学习，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



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形式：以讨论为主

班会过程：

二(2)班关爱生命，预防溺水，防雷电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a：夏天来了，暑假快到了，游泳是大家喜爱的消暑解热的活
动。

b：是啊!对同学们来说，游泳不但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但是游泳必须要注意一定的安全。
每年都有很多青少年发生游泳溺水事故。一个个例子，一组
组数据，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一.听一听

班长：同学们对在我们身边去年发生的青少年游泳溺水事故
了解多少呢?谁愿意说说?

4月15日，石台县中学1名高一学生与同学结伴擅自下河游泳，
泥水身亡。5月7日，山西省应县7名中小学生结伴到一水库玩，
其中1名小学生五年级女生在水库边洗手时，不小心踩空滑落
水中，其他同伴伸手去救落水学生，5名学生陆续坠入水中，
溺水身亡。5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石塘高中4名学
生外出游玩，在返回途中遭遇洪水，溺水身亡。

二.议一议

班长：同学们,这些小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溺水事故呢?他们违
反了哪些安全规则呢?

a:有的学生私自下水,没有成人的陪同下;有的学生为了逞强



好胜，在不知水的深度和水底的情况下，就潜入水底;有的甚
至在水里连续游两个小时以上，还做各式各样的姿势，这样
很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等等。

a：这必须多方面努力。如：家长要加强暑期儿童的人身安全
监护措施，同时提醒儿童不要擅自到水库、池塘等水域游泳。
游泳时必需有救生设施和熟悉水性的成年人陪护，到游泳馆
游泳需有专业救生人员陪护。儿童必需掌握必备的游泳安全
的知识。也必需掌握必备的游泳急救知识和自救知识。等等。

三.说一说

班长：现在我们来说一说游泳安全的知识。

a：保持自身良好的身体状态;下水时切勿太饿、太饱。饭后一
小时才能下水，以免抽筋;饮酒不宜游泳;有开放性伤口、皮
肤病、眼疾不宜游泳;感冒、生病、身体不适或虚弱不宜游泳。

b：做好充足准备工作，预防抽筋;做好身体热身准备工作，游
泳前先在四肢撩些水，然后再跳入水中。不要立刻跳入水中;
腹部疼痛时，应上岸，最好喝一些热的饮料或热汤，以保持
身体温暖。

d：游泳时禁止与同伴过份的开玩笑;要在有救生员及合格场所
游泳。

班长：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时我们怎样自救?

a：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同学们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
积极自救：水中切忌慌、乱，如遇抽筋，请保持冷静;当发生
溺水时，不熟悉水性时可采取自救法，此时千万不要慌张，
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更快。

b：对于手脚抽筋者，若是手指抽筋，则可将手握拳，然后用



力张开，迅速反复多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若是小腿或
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对侧的手握住
抽筋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用同侧的手掌
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助抽筋腿伸直;要是大腿抽筋的话，
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a：同学们，若遇到溺水者，应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观察清
楚位置，从其后方出手救援。当没有把握时不应下水救人，
可一面大声呼救一面利用竹竿、树枝、绳索、衣服或漂浮物
抢救。让落水者攀扶上岸。

班长：在救护溺水者时，怎样进行急救?

a：将伤员抬出水面后，应立即清除其口、鼻腔内的水、泥及
污物，用纱布(手帕)裹着手指将伤员舌头拉出口外，解开衣
扣、领口，以保持呼吸道通畅，然后抱起伤员的腰腹部，使
其背朝上、头下垂进行倒水。

b：呼吸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一般以口对口吹气为最
佳。

c：心跳停止者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摩。

四.小结

a：今天我们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同学进行“预防溺水”
安全知识的宣传，包括“溺水常识”、“溺水的预防与急
救”等等，教育同学要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提高对溺水危
害的认识，坚决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b：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掌握了游泳的安全知识和急救基本
常识。为了更好的记忆，我在这里给同学们朗诵诗歌“防溺
水歌”。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
深水很重要。

我防溺水有高招，泳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脚弯弯腰，预备
动作不可少。

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杯
糖水解疲劳。

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
远离危险身体好。

五.什么是雷电?雷电(闪电)的发生频率与特点

案例讲述：时间：20_.5.18晚上地点：贵州省贵阳市

这天晚上，天气闷热、乌云密布，贵阳市花溪麦坪乡彭关页
岩砖厂承包人樊世成和何灼青等七人围坐于该厂工棚内吃晚
饭。8时10分左右，突然一声炸雷响过，靠在门方一侧的樊世
成应声倒地。见此情景，民工们一边将他抬到床上，一边打
电话向医院求救。两小时后医护人员赶到，樊世成不治身亡。
事后有关部门的现场调查资料显示：民工工棚高仅3米，无防
雷装置，电视机室外天线高出屋面5米。天线安装点距离灾害
点直线距离为2米。发生雷击事故时樊世成身穿湿衣站于门侧，
电视机天线连线正好位于身后上部。

六、雷电的危害

雷电对人体的伤害，有电流的直接作用和超压或动力作用，
以及高温作用。当人遭受雷电击的一瞬间，电流迅速通过人
体，重者可导致心跳、呼吸停止，脑组织缺氧而死亡。另外，
雷击时产生的是火花，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皮肤烧灼伤。雷
电击伤，亦可使人体出现树枝状雷击纹，表皮剥脱，皮内出
血，也能造成耳鼓膜或内脏破裂等。



七、雷击一般在哪儿?

1.缺少避雷设备或避雷设备不合格的高大建筑物、储罐等;

2.没有良好接地的金属屋顶;

3.潮湿或空旷地区的建筑物、树木等;

4.由于烟气的导电性，烟囱特别易遭雷击;

5.建筑物上有无线电而又没有避雷器和没有良好接地的地方。

八、怎样防雷

1.建筑物上装设避雷装置。即利用避雷装置将雷电流引入大
地而消失。

2.在雷雨时，人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
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更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
或在大树下躲雨。

3.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在郊区或露天操作时，不要使
用金属工具，如铁撬棒等。

4.不要穿潮湿的衣服靠近或站在露天金属商品的货垛上。

5.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等。

6.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之时，若旅游者在旅店休息，应立
即关掉室内的电视机、收录机、音响、空调机等电器，以避
免产生导电。打雷时，在房间的正中央较为安全，切忌停留
在电灯正下面，忌依靠在柱子、墙壁边、门窗边，以避免在
打雷时产生感应电而致意外。

九、【学生讨论】你认为应该怎样防雷?



1、打雷时，要关好门窗，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手机或
上网，拔掉家用电器的电源以及电话线、电视闭路线等可能
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

2、在室内也要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以及跟屋顶相连的下水管，
铁丝不要拉到窗户、门口。

3、遇到突然的雷雨，出现发硬竖起来时，应该双脚并拢蹲下，
同时拿掉身上的金属物品和发卡、项链等，不要与人拉在一
起，最好使用塑料雨具、雨衣等。

4、外出躲避雷雨时，要注意不要躲在洞穴、大石、悬崖、草
棚和孤树等危险地方。

5、注意收听天气预报，有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并提前
做好应急预防。

班长：二(2)班“珍爱生命，防溺水，防雷电”主题班会到此
结束。

班主任点评：同学们，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掌握了游泳的
安全知识和急救基本常识，进一步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为
即将到来的夏季学生溺水高发期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证，在
炎炎夏日的长假中，希望大家出外游泳时要时刻保持安全保
护的意识，要选择安全的游泳场所进行游泳。老师也希望通
过这次防雷主题班会，同学们知道防雷的重要性，在日常的
工作、学习、生活中能学以致用，做一个懂得保护自己的学
生。

防溺水的班会教案篇七

1、提高安全意识，愿意自觉去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
学习中增强及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以讨论为主

(引言)春天来了，夏天会如期而至，天气炎热时，你想游泳
吗?诚然：游泳是大家喜爱的消暑解热的活动。可是，我们却
经常听到一些溺水事故的发生，看到一些触目惊心、惨不忍
睹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发生。那我们该怎么关爱生命，预防溺
水呢?八(4)班《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一、看一看(投影展示)

案例1 20xx年6月9日，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杨庄中学7名初三
学生结伴在莱芜汇河下游游泳时溺水身亡；湖南省邵阳市隆
回县桃洪镇文昌村5名小学生在桃洪镇竹塘村向家山塘游泳时
溺水身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方台镇7名学生在松花江
边游玩时，4人溺水身亡。同一天中16名学生溺水死亡，令人
十分痛心。

案例2 5月5日，山东聊城接连发生两起学生溺水事件,高唐县
和茌平县各有三名学生下河游泳发生意外，其中五名学生溺
水身亡。

看到这些惨痛教训，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我们身边有该类现
象吗?

二.议一议

(引言)同学们，这些小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溺水事故呢?他们违
反了哪些安全规则呢?(学生各抒己见)

1、有的学生私自下水,没有成人的陪同下;



三.说一说

(引言)是的，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很多
是可以避免的。 那么应该如何尽可能避免儿童溺水事故的发
生呢?(学生根据已有经验举手回答)

(教师小结并讲解)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现在我们来说一
说游泳安全的知识吧!

1、保持自身良好的身体状态，下水时切勿太饿、太饱。饭后
一小时才能下水，以免抽筋;

2、有开放性伤口、皮肤病、眼疾不宜游泳;感冒、生病、身
体不适或虚弱不宜游泳。

3、下水前一定做好身体热身准备，游泳前先在四肢撩些水，
然后再跳入水中。预防抽筋;

4、跳入水中后，如发现腹部疼痛时，应立即上岸，最好喝一
些热的饮料或热汤，以保持身体温暖。

6、若在江、河、湖、海游泳，则必须有伴相陪或套上救生圈，
不可单独游泳;

7、跳水前一定要确保此处水深至少有3米，并且水下没有杂
草、岩石或其他障碍物。

8、游泳时禁止及同伴过份的开玩笑;小心呛着; (记住了吗!)

如不熟悉水性者，除呼救外，取仰卧位，头部向后，使鼻部
可露出水面呼吸。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此时千万不要慌张，
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更快。

如遇抽筋，首先保持冷静;若是手指抽筋，则可将手握拳，然
后用力张开，迅速反复多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若是小



腿或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对侧的手
握住抽筋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用同侧的
手掌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助抽筋腿伸直;要是大腿抽筋
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1、发现溺水者如何将其救上岸。

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

特别强调：发现有人溺水，我们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
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器材呼救，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
定：“未成年不能参加抢险等危险性活动。”这也是我们学
校为什么要强调学生去游泳要由家长带领。 2、如何开展岸
上急救（四步）

（1）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立即将其口腔打开，清除口腔
中的分泌物及其他异物。如果溺水者牙关紧闭，要从其后面
用两手的拇指由后向前顶住他的下颌关节，并用力向前推进。
同时，两手的食指及中指向下扳颌骨，即可搬开他的牙关。

（2）控水。救护者一腿跪地，另一腿屈膝，将溺水者的腹部
放到屈膝的大腿上，一手扶住他的头部，使他的嘴向下，另
一手压他的背部，这样即可将其腹内水排出。

（3）如果溺水者昏迷，呼吸微弱或停止，要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通常采用口对口吹气的方法效果较好。若心跳停止还应
立即配合胸部按压，进行心脏复苏。

（4）注意，在急救的同时，其他要迅速打急救电话。或拦车
送医院。

今天我们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同学进行“预防溺水”安
全知识的宣传，包括“溺水常识”、“溺水的预防及急救”
等等，教育同学要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提高对溺水危害的



认识，坚决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亲爱的同学们，安全无小
事，长鸣警钟，常抓不懈。让我们携起手来，在我们的心中
筑起一道安全防线，最后，祝你们健康成长，青春永驻!

反思：此次班会的召开，使得全体同学真正从思想上得到了
重视，增强了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经过今天的学习，
学生掌握了游泳的安全知识和急救基本常识，进一步明确了
安全责任，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为即将到来的夏季学生溺
水高发期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证。

防溺水的班会教案篇八

1、提高安全意识，愿意自觉去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
学习中增强及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以讨论为主

(引言)春天来了，夏天会如期而至，天气炎热时，你想游泳
吗?诚然：游泳是大家喜爱的消暑解热的活动。可是，我们却
经常听到一些溺水事故的发生，看到一些触目惊心、惨不忍
睹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发生。那我们该怎么关爱生命，预防溺
水呢?八(4)班《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一、看一看(投影展示)

案例120xx年6月9日，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杨庄中学7名初三
学生结伴在莱芜汇河下游游泳时溺水身亡；湖南省邵阳市隆
回县桃洪镇文昌村5名小学生在桃洪镇竹塘村向家山塘游泳时
溺水身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方台镇7名学生在松花江
边游玩时，4人溺水身亡。同一天中16名学生溺水死亡，令人
十分痛心。



案例25月5日，山东聊城接连发生两起学生溺水事件,高唐县
和茌平县各有三名学生下河游泳发生意外，其中五名学生溺
水身亡。

看到这些惨痛教训，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我们身边有该类现
象吗?

二.议一议

(引言)同学们，这些小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溺水事故呢?他们违
反了哪些安全规则呢?(学生各抒己见)

1、有的学生私自下水,没有成人的陪同下;

三.说一说

(引言)是的，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很多
是可以避免的。那么应该如何尽可能避免儿童溺水事故的发
生呢?(学生根据已有经验举手回答)

(教师小结并讲解)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现在我们来说一
说游泳安全的知识吧!

1、保持自身良好的身体状态，下水时切勿太饿、太饱。饭后
一小时才能下水，以免抽筋;

2、有开放性伤口、皮肤病、眼疾不宜游泳;感冒、生病、身
体不适或虚弱不宜游泳。

3、下水前一定做好身体热身准备，游泳前先在四肢撩些水，
然后再跳入水中。预防抽筋;

4、跳入水中后，如发现腹部疼痛时，应立即上岸，最好喝一
些热的饮料或热汤，以保持身体温暖。



6、若在江、河、湖、海游泳，则必须有伴相陪或套上救生圈，
不可单独游泳;

7、跳水前一定要确保此处水深至少有3米，并且水下没有杂
草、岩石或其他障碍物。

8、游泳时禁止及同伴过份的开玩笑;小心呛着;(记住了吗!)

如不熟悉水性者，除呼救外，取仰卧位，头部向后，使鼻部
可露出水面呼吸。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此时千万不要慌张，
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更快。

如遇抽筋，首先保持冷静;若是手指抽筋，则可将手握拳，然
后用力张开，迅速反复多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若是小
腿或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对侧的手
握住抽筋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用同侧的
手掌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助抽筋腿伸直;要是大腿抽筋
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1、发现溺水者如何将其救上岸。

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

特别强调：发现有人溺水，我们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
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器材呼救，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
定：“未成年不能参加抢险等危险性活动。”这也是我们学
校为什么要强调学生去游泳要由家长带领。2、如何开展岸上
急救（四步）

（1）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立即将其口腔打开，清除口腔
中的分泌物及其他异物。如果溺水者牙关紧闭，要从其后面
用两手的拇指由后向前顶住他的下颌关节，并用力向前推进。
同时，两手的食指及中指向下扳颌骨，即可搬开他的牙关。



（2）控水。救护者一腿跪地，另一腿屈膝，将溺水者的腹部
放到屈膝的`大腿上，一手扶住他的头部，使他的嘴向下，另
一手压他的背部，这样即可将其腹内水排出。

（3）如果溺水者昏迷，呼吸微弱或停止，要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通常采用口对口吹气的方法效果较好。若心跳停止还应
立即配合胸部按压，进行心脏复苏。

（4）注意，在急救的同时，其他要迅速打急救电话。或拦车
送医院。

今天我们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同学进行“预防溺水”安
全知识的宣传，包括“溺水常识”、“溺水的预防及急救”
等等，教育同学要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提高对溺水危害的
认识，坚决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亲爱的同学们，安全无小
事，长鸣警钟，常抓不懈。让我们携起手来，在我们的心中
筑起一道安全防线，最后，祝你们健康成长，青春永驻!

反思：此次班会的召开，使得全体同学真正从思想上得到了
重视，增强了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经过今天的学习，
学生掌握了游泳的安全知识和急救基本常识，进一步明确了
安全责任，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为即将到来的夏季学生溺
水高发期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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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溺水的班会教案篇九

天气逐渐炎热，防溺水安全教育又成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头等
大事。为了扎实有效的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六月中旬
我校各班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活动。

在主题班会上，各班主任向学生介绍了预防溺水常识和溺水
救护方法等各类安全知识。同时为安全教育深入人心，我校
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的形式，向学生家长宣传防溺水安
全知识，要求家长注重对孩子游泳技能的培养，提醒学生家
长强化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在节假日期间特别注意对孩子
加强管理与监督，防止孩子私自下水事件发生，切实肩负起
监护人的责任。

一、导入

1、大家听一听有关溺水事件的报道。

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轻松。
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消
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小结：人，应该珍爱生命。今天这节班会我们就来学习“珍
爱生命，防止溺水”的安全教育。

二、探讨溺水的原因

1、什么是溺水？

讨论，归纳：溺水是常见的意外，溺水后可引起窒息缺氧，
如合并心跳停止的称为“溺死”，如心跳未停止的则称“近



乎溺死”这一分类以病情和预后估计有重要意义，但救治原
则基本相同，因此统称为溺水。

引导：溺水已成为我们小学生的“头号杀手”，随着天气逐
渐变热，溺水的危险将增加。

2、问：溺水原因主要有哪几种？

学生讨论，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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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识
而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

3、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

我们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在无家
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
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沟渠、溪边、池
塘、水库、海边、在建工地的积水坑等有水的地方玩耍，戏
水，洗手。请同学们一定要互相监督，互相提醒，若发现有
同学漠视生命，要及时通知家长和老师。一定要记住血的教
训，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三、学习自救及抢救的方法

1、讨论，讲解自救及抢救的方法：

对水情不熟而贸然下水，极易造成生命危险。万一不幸遇上
了溺水事件，溺水者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积极自救，对
于溺水者，除了积极自救外，还要积极进行陆上抢救。

2、学习自救及抢救方法

四、怎样珍惜每一天？



2、讨论，总结：

同学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
在无穷的探索里，你会看到光辉、灿烂的前景。让我们珍爱
生命，防止溺水。祝愿大家今天好，明天会更好！

3、准备，先活动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
洗身体，待适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
假牙取下，以防呛水时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贸然
跳水和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
流和漩涡处游泳。

5、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
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6、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部抽筋，千万不要惊慌，可用力蹬
腿或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按摩、拉扯抽筋部位，同时呼叫同
伴救助。

五、教育学生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1、大声呼救。向附近的成人大声呼喊，尽量引起大人注意，
请大人开展营救。

2、简明扼要地向施救人员讲清落水人数、地点，便于开展营
救工作。

3、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
边；若没有救护器材，可以入水直接救护。未成年人发现有
人溺水，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
器材呼救。



六、课堂总结

1、同学们小结：通过这次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希
望同学们通过这堂安全教育课，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
守防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