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安全日班会心得(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安全日班会心得篇一

教学目标：

通过本次主题班会教育，使师生充分认识到台风、雷击、泥
石流以及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危害性，形成预防自然灾害的意
识，提预防自然灾害和自我救护的能力。

教学重点：

使学生认识到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教学难点：

使学生懂得如何预防自然灾害，如何自我保护。

教学方法：

提出问题深入分析充分讨论提高认识。

教学过程：

一、提出问题，引入新课

首先，我们探讨：台风、雷击、泥石流、洪涝等有什么危害？
请大家讨论一下。然后老师总结：



1、台风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的特点，是世界上最严重的
自然灾害之一。

2、雷电：雷电流高压效应会产生高达数万伏甚至数十万伏的
冲击电压，足以击穿绝缘使设备发生短路，导致燃烧、爆炸
等直接灾害。

3、严重暴雨洪涝，使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人们无家可归。

4、泥石流。泥石流是在山区沟谷中，因暴雨、冰雪融化等水
源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

5、滑坡。滑坡上的岩石山体由于种种原因在重力作用下沿一
定的软弱面（或软弱带）整体地向下滑动的'现象叫滑坡。俗称
“走山”“跨山”“土溜”等。

6、崩塌。崩塌也叫崩落、垮塌或塌方，是陡坡上的岩体在重
力作用下突然脱离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岩）
的地质现象。

二、具体的实例

1、1994年，9417号台风灾浙江瑞安登陆，“风、雨、潮”三
碰头，全省受灾农作物750万亩，死亡1126人；1996年，9608
号台风先后在台湾基隆和福建福清登陆，10多个省市受灾农
作物5400多万亩，死亡700多人；1997年，9711号台风先后在
浙江温岭和辽宁锦州登陆，10多个省市受灾农作物面积1亿多
亩，死亡240人；20__年广西连受“榴莲”、“尤特”两个台
风袭击，出现大范围暴雨或大暴雨，全区48个县市区上千万
人受灾，40多万人一度被洪水围困。

2、1995年7月，广东省遂溪县乌塘镇十多名学生在一棵大树
下避雨遭雷击，当场击死2人，伤6人。



4、1996年6月12日下午4时，广东省梅州市丙村一位姓谢的女
中专实习生，搭乘摩托车回家途中遭雷击身亡。

5、1996年6月14日下午7时，广东工业大学机电系的一群大学
生冒雨在学校足球场踢足球，一声雷响，5人被击倒，其中2
人被送医院抢救。

6、20__年6月，龙门县受到5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受灾人
口40250人，受浸房屋2683间，倒塌房屋121间，初步统计总
损失近5000万元。博罗县东部5镇约20间房屋倒塌，受灾群众
达5000多人，直接经济损失约550万元。

三、分析台风、雷击、洪涝形成的原因

同学们了解了台风、雷击、洪涝危害性以后，继续了解这些
灾害形成的原因，同学们分组讨论10分钟，每组一个代表发
表意见，老师进行归纳：

1、台风形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比较高的海洋温度；二
是充沛的水汽。只有在热带的海洋上才是台风生成的地方。
那里海面上气温非常高，使低层空气可以充分接受来自海面
的水源。那里又是地球上水汽最丰富的地方，而这些水汽是
台风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动力。没有这个原动力，台风即使已
经形成，也会消散。其次，那里离开赤道有一定距离，地球
自转所产生的偏转力有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台风发展气旋式
环流和气流辐合的加强。第三，是热带海面情况比中纬度处
单纯，因此，同一海域上方的空气，往往能保持较长时间的
定常条件，使台风有充分的时间积蓄能量，酝酿出台风。所
以一般说来，沿海地方较多发生台风。

2、雷电是自然现象，它实质上是天空中雷暴云中的火花放电，
放电时产生的光是闪电，闪电使空气受热迅速膨胀发出的巨
大声响是雷声，雷雨天容易开腔雷击，致人受伤甚至死亡。



3、南方夏季的降雨是手夏季风的影响。由于进来夏季风的势
力比较弱、大陆气团的势力强，所以最近夏季风始终停在南
方而深入不了北方。因此出现了南涝北旱的局面。

中国安全日班会心得篇二

教学目的'：

加强学生的防传染病、防溺水、交通安全、防火、防雷、饮
食安全意识。

教学过程：

一、创设氛围

同学们，夏季到了，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季是学生们易发事
故的时期，为了预防和减少夏季尤其是暑期学生交通事故的
发生和防溺水等其他事故的发生，我们召开以“夏季安全”
为主题的班会。希望同学们通过此次学习牢记安全第一，平
平安安的过夏天。

二、视频播放：全国5、6月份发生的学生溺水事件。

三、观后感

学生谈感受：生命诚可贵，安全重于泰山、要时时处处要注
意安全。

四、探究交流夏季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一）防溺水方面

（1）不要私自外出游泳，不到无安全防护或不不熟悉水情的



河、湖、塘、沟边玩耍，不在水边和同伴过分玩笑等等。

（2）注意上下学的时间，尤其中午不要到校过早。

（3）下午放学按时回家，不在路上停留或中途拐路。

（二）交通安全方面

（1）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树立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2）行路时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不翻越栏杆，不在道路上开
展娱乐、游戏活动，更不能扒车、强行拦车或朝车上扔石子、
翻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等。横过公路、铁路时，要“一站
二看”确认安全后快速通过。

（3）骑自行车的同学应在非机动车道内顺序行驶，无非机动
车道的，应靠路右侧行驶。不超速、逆向行驶，更不能追逐
骑车、脱把骑车。

（4）乘车时，头、手不能伸出车窗外，以免发生意外，下车
时应确认无车辆来往后再离开。

（三）校园安全方面

（1）课间不能在操场上追逐打闹。

（2）课间不能在教室里大声喧哗，追逐打闹等。

（四）防中暑方面

（1）不要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室内
外温差太大易加重中暑；在室外活动时尽量多饮一些水等等。

（五）防雷电：



（1）应该留在室内，并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应躲入建
筑物内。

（2）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
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它类似金属装置。减少使用电话和
手提电话。

（3）不宜进行室外球类运动，不宜把羽毛球、高尔夫球棍等
扛在肩上。切勿游泳或从事其它水上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
它空旷场地，寻找地方躲避。

（4）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上或其它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
应远离树木和电杆。

（5）在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开摩托车、骑自行车。

（六）防夏季传染病

（1）搞好室内外卫生，清除垃圾，消灭苍蝇、蚊子、老鼠、
蟑螂四害。

（2）搞好饮食卫生：不吃变质变味的食物，喝开水不喝生水，
不吃生冷不洁食物，不吃苍蝇、蟑螂叮爬过的食物，碗筷餐
具、厨房用具要严格消毒。

（3）搞好个人卫生：勤洗手，回家进门先洗手，饭前便后要
洗手，手拿钱钞后要洗手。

（4）发现疑似传染病：要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病人的
饮食、日常用具要进行严格的消毒。

五、教师总结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要珍惜！提高认识、平时注
意，好好爱护自己的生命吧！



六、板书设计中暑溺水

交通安全雷电

校园传染病

课后反馈：

通过本次主题活动，学生认识了安全的重要性，并对夏季安
全应注意的事项有了全面的认识。

整个活动学生参与热情高，活动效果好。

中国安全日班会心得篇三

20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主题班会教案1

一、活动目的

1.让学生初步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和急救技术，学会保护自己。

2.用知识竞答、讲故事表演等形式巩固并拓展学生对“自
护”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3.形成学习、宣讲安全知识的氛围，培养学生自我保护的意
识和能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打好基础。

二、活动准备

1.收集《健康教育》课本和活动课学过的“自护”知识和急
救技术

2.录音机、“自护”小奖章若干枚、卫生包、盐水、纱布、
清凉油、电话机、扇子、毛巾、纯净水、木棍、电线。



三、活动过程

(一)简介本次活动的意义：为了使我们更加健康安全地成长，
为了响应我校创“安全学校”活动，为了使同学们掌握更多
的安全知识和急救技术，我们精心筹备了一台“自护”活动
主题班会。

(二)“自护”能力表演和知识竞赛：

事故：郊游途中，一位同学不小心擦伤了，怎么办呢

处理方法：

先用盐水冲洗伤面，再用消毒棉球扶干，而后用碘酒涂擦伤
面，再用酒精球涂擦。轻者不必包扎，重者盖上清毒纱布包
扎。包扎最常用方法是把绷带的尾端对半剪开，而后打结。

2.知识问答

(1)我国把每年的哪一天定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2)路口的交通指挥信号有哪些

2、小品《我们学会了保护自己》

片断1：

活动课上，老师给大家讲故事《报警》。

片断2：

炎热的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位同学发生中暑。救护方
法：立即将病人抬到阴凉的地方，让患者仰卧，解开衣扣，
可同时用扇子扇风，帮助散热。可用清凉油擦患者的太阳穴，
也可用凉水轻轻地喷洒。



片断3：

回到家中，亮亮发现奶奶因煤气中毒而躺在地上，他连忙用
学校学到的`急救办法对奶奶进行急救。

抢救方法：

将病人立即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同时打开门窗，解开衣服
的扣子，再给病人喝点醋，最后拨打急救电话“120”。

4.知识问答

(1)如果因不慎，你身上被火燃着，你是顺风跑，还是逆风跑

(3)刚吃过晚饭，亮亮就吵着要爸爸带他去游泳，这样对吗为
什么

5.舞蹈《21世纪的中国娃》事故：

一群快乐的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不小心碰到一根带电的电
线，怎么办呢在这危急关头，孩子们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解决
了问题，保护了自己。

急救办法：

用木棍将触电者挑开。(要注意，不能用手直接去拉触电者的
身体，以免传电。)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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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所
有的孩子们天天快乐，日日平安。



中国安全日班会心得篇四

1、通过本次班会，使学生在欢乐的活动中掌握防火安全知识。

2、增强学生的防火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护自救能力。

3、减少火灾难事故的发生，促使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20__年3月27日下午第2节

活动地点：九(5)班教室活动过程：

出示谜语，激趣导入。

红彤彤，一大蓬，见风它就逞凶狂，无嘴能吃天下物，单怕
雨水不怕风。(打一自然现象)师生开展猜谜活动，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谜底：火)

黄：亲爱的同学们，火是人类的朋友，它带给我们光明，推
动着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但是，火一旦失去控制就会造成灾
难，古往今来，多少无情的火灾不胜枚举。

李：为了增强同学们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护自救
能力，为此我们今天开展“消防意识常驻心中”主题班会。

同学在家炒菜，油锅起火了。

1、逃跑对不对?

发生火情，同学们一定要保持镇静。火灾初起阶段，一般是
很小的一个小点，燃烧面积不大，产生的热量不多。这时只
要随手用沙土、干土、浸湿的毛巾、棉被、麻袋等去覆盖，
就能使初起的火熄灭。

2、火势大了，怎么办?



如果火势十分猛烈，正在或可能蔓延，切勿试图扑救，应该
立刻逃离火场，打报警电话，通知消防队救火。

3、这样报火警对不对?

(1)牢记火警电话119。

(2)报警时要讲清着火单位、所在街道、门牌。

(3)说明什么东西着火，火势怎样。

(4)讲清报警人姓名、电话号码和住址。

(5)报警后要安排人到街道口等候消防车，指引消防车去火场
的道路。李：我们同学要注意：不能随意乱打火警电话。假
报火警是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如发现
有人假报火警，要加以制止。

舒：下面进行“防火安全知识知多少”知识竞赛比赛，这是
抢答题，全班分为四小队，答对一题获小花一朵，看哪一组
的小花最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的日期是( )

1998年9月1日

2、报警愈早，损失愈少。牢记火警电话( )。

3、我国的“119”消防宣传活动日是( )。

4、公共娱乐场所安全出口的疏散门应怎样开启?

5、检查燃气用具是否漏气时，通常采用什么来寻找漏气点?

6、身上着火后，危急情况下怎么办?( )



7、油锅着火时，怎么办?

8、消防车和消火栓的颜色是

9、据统计，火灾中死亡的人有80%以上属于

10、灭火的最佳时期是火灾发生的( )。

11、扑救带电的火灾，首先应当( )。

12、如果楼层已着火燃烧，但楼梯尚未烧断，火势并不十分
猛烈时，用水浸湿的衣物。

乙：第( )小队花最多，我们为第( )小队鼓掌。

这节课老师和同学们一样都收获了很多防火常识，让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提高防火意识，珍爱生命，平安幸福。

中国安全日班会心得篇五

活动目的：学习学校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

活动对象：八(7)班全体学生

活动地点：教室

活动准备：班会课件(学生刘畅制作)

活动主持：(学生)高嘉媛余琦

活动过程：

一、课前热身

ppt播放学校照片，学生合唱歌曲《学校多完美》。



二、导入班会

男：学校是一条历史长河，女：学校是香山红叶似火.

男：我们的学校是诗的海洋，女：我们的学校是花的乐园.

男：我们在那里耕耘，女：我们在那里收获.

男：我们需要安全!

合：让我们把学校安全记心中，记住人生完美，步步细心。

八(7)班《安全学校》主题班会此刻开始(ppt2)(5分钟)

三、楼道安全教育(10分钟)

女：当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聆听教师的教导时。

男：当我们愉快地开展班会活动，一齐让心灵放飞时。

女：当大家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时，

男：或许你不会相信，

女：但意外已经发生，不幸正悄悄来临……

男：请同学们看大屏幕，(播放湖南楼道踩踏视频)(ppt3)(5分
钟)

女：学校是我们学习知识、获得本领的地方，

男：可是由于我们的一些不当行为，往往会酿造出一些我们
不愿看到的安全事故。

女：请同学们结合这例楼道安全事故，谈谈想法吧!



(主持人请学生讨论2分钟后回答，并适当评价)(5分钟)

男：刚才大家说得不错。安全无小事，况且楼道安全还真不
是小事。

女：是啊!就请大家和我一齐牢记《楼道安全顺口溜》
吧!(ppt4)

学校安全很重要，时刻牢记不放松。下楼小腿莫伸长，走廊
狭窄不疯狂，

上下楼梯靠右走，危险游戏一扫光。同学之间有磨擦，宽容
谦让是良方!

四、体育活动安全教育(ppt6-10)(5分钟)

女：除了室内活动，青少年更需要室外活动。

男：所以，我们都喜欢上体育课啊。

女：可是，体育活动也存在一些不安全隐患。

男：此刻就考考大家一些必备的体育活动安全常识。

女：大家准备理解挑战吧!(看大屏幕进行问答)

五、冬季消防安全教育(10分钟)

男：还好，冬天体育活动减少了。

女：可是，为了有的学生为了取暖又会发生冬季消防意外。

男：看来，在学校内，消防安全知识也必不可少哦!

女：那我们一些来好好学习学习吧!(视频播放)



女：我想，大家都已经记住这些消防常识的了吧。

六、教室安全(ppt5)(5分钟)

男：教室作为同学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其实也有许多安全问
题需要引起我们重视。

女：是吗那我们得好好收听一下《教室安全三句半》!

教室安全三句半

锣鼓敲得震天响，听我来把事儿讲，千万注意别走神，快讲

学校安全数第一，同学们都要牢记，各项制度和纪律，记心
里

咱们教室真热闹，课间游戏乐陶陶，玩时安全记心上，开心
笑

电是老虎要远离，不要不懂充内行，私拉乱扯不要做，牢记

尖锐小件不可用，学校查处是小事，发生危险就难办，难办

教室内面不打闹，千万不能追着跑，一不细心撞过来，不得
了

贵重物品不要带，硬说学习也不行，一旦损坏不得了，赔死
人

追风恶搞也不行，伤了自我和他人，一不溜神进医院，误前
程

学生课间间隔小，挤来挤去也不好，恶性踩踏真可怕，真可
怕



构成习惯养成好，常规安全要记牢，牢护生命很重要，咱明
白

开门关窗不站高，不做愤怒的小鸟，你若大胆和它横，命难
保

课间走动左右看，不在过道跑和闹，边走边闹很危险，把命
要

室外风景很完美，安全也要记心里，结伴而行才可取，记心
里

独自入厕要警惕，陌生之人少交往，提高警惕最重要，提防
点

遇上坏人别害怕，冷静思考多动脑，呼救教师和同学，别害
怕

进入初二青春期，狐朋狗友不相聚，同学一齐应珍惜，不容
易

健康成长靠大家，自由涣散纪律差，团结合作力量大，真理

我们表演三句半，安全提来安全说，期望大家记心里，记心
里

七、班会尾声

班主任总结：同学们，你们这次班会开得十分成功。能够看
出经过这次班会，你们学到了很多学校内的各种安全知识和
自救常识。我为你们的收获感到高兴。生命是完美的，生活
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着一切的前提是安全。让我们牢记：
安全无小事，为了生命安全要时时处处当心!最终祝愿大家永
远健康、平安!全班齐唱《平安sty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