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校水痘预防知识教案(汇总8篇)
教案的编写要有针对性，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调
整和优化。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秀的初二教案范
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学校水痘预防知识教案篇一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指导精神，根据《传染
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进一步增强学校疾病
预防与控制意识，预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保障
师生身体健康，结合学校的实际，特制定饮水中毒应急处理
预案。

一、工作小组成员

由校长担任组长，分管校长担任副组长，总务处主任、卫生
老师、年级组长共同负责。

二、事故防范制度

1.成立预防及应急处理小组，明确分工，实行校长负责制。
每学期应至少召开二次组员会议，安排落实各项工作。在学
期中要定期检查监督各部门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2.重视宣传教育

（1）应普及卫生知识，利用黑板报、橱窗等各种形式做好预
防传染性疾病及食品卫生、饮水卫生的宣传，正确认识，做
好防范，保证每周20分钟的健康教育。

（2）组织工作小组成员应认真学习《食品卫生法》根据学校
卫生要求，依法对饮水卫生进行卫生监督。



3.卫生室落实监控制度

（1）每年必须检查承包食堂单位的特种卫生许可证，每月检
查食堂工作人员的二证，督促有关人员持证上岗。做到无关
人员不得进入食堂，相关人员上岗时做到“三白”：白衣、
白口罩、白帽子。同时要加强饮水从业人员的管理，做到每
年一次体检。

（2）严格消毒制度，监督对饮水机定期严格消毒。

（3）各部门、办公室、教室、会议室、图书馆等专用教室，
人员密集处要求经常消毒，开窗通风。

（4）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发现学生身体不适或异常及时反馈卫
生室，并与家长取得联系。卫生老师要做到师生在校，卫生
室有人在岗，对去卫生室就诊的.师生实行严格预检，如发现
发热病人及时隔离，并与班主任、家长联系送医院就诊。

三、事故应急处理方案

发生事故时，学校启动传染病应急处理预案，应在组长的指
挥下，采取以下措施：

1、出现个别传染病例或疑似病例的，短时间内出现发热、咳
嗽、腹泻等不明病因的群体症状，急骤增多的五人以上同时
出现相同病情，卫生室及时向组长汇报，并要求班主任通知
家长带孩子立即就诊，并按相关消毒制度做好消毒工作。

2、发现10人以上疑似食物中毒事件立即停止供餐，组长第一
时间向市教育主管部门办公室及区食品卫生监督所报告，把
中毒危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3、学校在疾控中心的指导下，对发病学生(包括与发病学生
有密切接触的师生)采取隔离措施。严格实行患病学生休学制



度。学生病愈后方可复学，并视不同病因进行跟踪随访，防
止复发二次传播。

用移动式紫外线消毒灯对有关区域进行物理消毒，室内实施
强制通风。

（2）保留造成或导致发病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设备和现
场，并配合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按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
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

（3）落实有关措施，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用餐，发生传
染病的班级学生应在指定的教室上课。

（4）如果为群体事故，校务办公室等协助善后处理工作。

四、其他

1、发生事故后，组长应及时向汇报，不迟报瞒报。

2、对未能尽责而发生责任事故的有关人员，学校将给予批评
教育和酌情给予相应的处罚。

学校水痘预防知识教案篇二

1、确定传染病疫情预警，而当同一类传染病有3人以上同时
发病时，及时按程序报告。

2、学校传染病领导小组根据疫情情况，适时启动应急预案，
并组织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和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协调和组织
指挥。

3、班主任一旦得知本班学生确证为传染病，应第一时间履行
程序。



4、学校办公室采用相应的消毒隔离措施，对易感人群应采取
应急接种，预防性用药，群体防护措施 。

6、充分利用校园网、黑板报等形式及时对学生进行传染病预
防教育，切实加强学生防病意识和社会公共卫生的责任感。

7、建立学院传染病监控与报告制度。班主任应及时掌握学生
出勤、健康情况，一旦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
应及时与卫生保健教师联系，并同时向学校办公室报告。班
主任每天向应急指挥领导小组报告前一天的疫情，由领导小
组负责统计上报。

8、心理辅导教师协助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维护学校的安全稳
定。

1、封锁疫点。立即封锁患者所在班级或所在办公室，停止校
内人员相互往来和与外界往来，阻断可能造成扩散的一切联
系，等待卫生防疫部门的处理。

2、疫点消毒。由卫生防疫部门对疫点进行彻底消毒。对易感
人群注射疫苗或进行预防性治疗。

3、疫情调查。学校密切配合疾控中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对
传染病人到过的场所、接触过的人员，以及患者的家庭成员、
邻居同事、同学进行随访，并采取必要的隔离观察措施。

4、应通过广播、校园网等迅速向全体师生公布病情感染源及
其采取的防护措施，使学生了解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方
法，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让广大师生了解情况，安定人
心，维护学校稳定，树立战胜传染病的.信念。

5、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止疾病的发生蔓延。

6、在传染病发生期间，门卫要严格把好校门关，外来人员未



经许可不得进入校园，禁止外来人员进入食堂、教室等人员
集中区域。在校期间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离校。

7、加强学校生活饮用水的管理，防止因水污染造成疾病传播。

8、加强厕所卫生管理，做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防止污染环
境和水源。

9、督促和组织师生加强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
倡合理营养，不断增强体质。

学校水痘预防知识教案篇三

学校人群聚集，流动性大，接触面广，是传染病的易发场所。
青少年由于其免疫功能尚不完善，抵御各种传染病的能力较
弱，是多种传染病的好发年龄，一旦发生，极易传播和流行，
并可扩大到家庭和社会。必须高度戒备地重视传染病的预防
和控制。为有力地保障我校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
学校发展，维护学校稳定，将常见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依法
纳入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形成工作常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法律
法规及相关文件精神的要求，特制订我校“传染病”预防控
制措施及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发现疫情，及时采取坚决措施，
控制传染病，阻断传播途径，坚决防止疫情传播及蔓延。

一、健全领导机构，加强统一领导

1、成立常见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

组 长：王明武

副组长：韩朋伟 程旭阳

成 员：李惠 沈艳娜 刘香莲 张淑娟



白耀波 刘晓霞 姚彩虹

2、职 责：

（1）负责领导、协调、组织全校常见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
提供必要的预防经费和物资保障。

（2）负责常见传染病防控工作的组织开展、检查督促、资料
收集与归档等工作。

二、遵循预防为主，狠抓措施落实

1、做好常见传染病防治宣传工作，增强师生卫生防疫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

（1）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预防传染病知识的宣传教育，
出好宣传专刊。

（2）利用健康教育课 ，开展好以预防常见传染病为重点的
健康知识教育。

2、印发《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供全校教职工传阅学习，增强教职工法律意
识和责任感。

3、开展“三管四灭”（管污水、管粪便、管垃圾处理、灭蝇、
灭蚊、灭鼠、灭蟑螂）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搞好环境卫
生，在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做好环境消毒工作。

4、加强饮食、饮水卫生管理，严防食物中毒和传染病发生。
按照《食品卫生法》、《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管理规定》
等有关法规要求，切实加强学校食堂和小卖部管理，严格购
物登记、试尝留样、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制度，做
好检查落实。



5、有计划地做好师生健康体检和常见传染病的预防接种工作。

6、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不与传染病人接触，
生病及时就医；教育学生坚持锻炼，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7、积极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共同做好学校周边不符合食品
卫生要求的饮食摊点的整治，消除引发学校传染病的'隐患。

8、加强门卫管理，切断外来传染病源。

9、做好预防常见病的必要药品等物资储备。

三、坚持晨检制度，畅通报告渠道

班主任要按照要求，坚持对学生每日晨检，把预防常见传染
病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对因病请假在家的学生要通过电话等
方式询问病情；在校生病的学生要及时送医务室诊治，对需
送县级医院进一步诊治的学生要及时通知家长陪同前往（对
暂时无法通知家长的学生由班主任陪同前往），发现传染病
患者及时报告学校传染病预防办公室。

四、应急处理预案

一旦学校发现传染性疾病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2、在校内发现传染病的学生或教职工，学校应急小组领导立
即亲临现场指挥，在第一时间内利用学校隔离室进行隔离观
察，并由学校安全管理人员或卫生保健老师马上打“120”电
话，送定点传染病医院诊治。

五、学校常见传染病预防办公室设在校长室

学校人群聚集，流动性大，接触面广，是传染病的易发场所。
青少年由于其免疫功能尚不完善，抵御各种传染病的能力较
弱，是多种传染病的好发年龄，一旦发生，极易传播和流行，



并可扩大到家庭和社会。必须高度戒备地重视传染病的预防
和控制。为有力地保障我校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
学校发展，维护学校稳定，将常见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依法
纳入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形成工作常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法律
法规及相关文件精神的要求，特制订我校“传染病”预防控
制措施及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发现疫情，及时采取坚决措施，
控制传染病，阻断传播途径，坚决防止疫情传播及蔓延。

一、健全领导机构，加强统一领导

1、成立常见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

组  长：丘仕恒

成  员：杨发青、刘桂芬、包志风、王振裕、张大汉、许志
强

二、职责：

（一）组长职责：

是学校传染病预防的第一责任人，负责传达上级文件精神，
加强学校对传染病预防的领导,配合卫生部门对学校传染病预
防工作的督促检查。切实制定和落实各项传染病预防措施，
建立健全疫情监控及报告制度。

（二）成员职责：

利用健康教育、班会、队会、集会、扳报、广播电视、多媒
体等开展传染病预防宣传教育工作，把学校提出的各项预防
措施落到实处。

二、遵循预防为主，狠抓措施落实



1、做好常见传染病防治宣传工作，增强师生卫生防疫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

（1）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预防传染病知识的宣传教育，
出好宣传专刊。

（2）利用健康教育课 ，开展好以预防常见传染病为重点的
健康知识教育。

2、印发《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供全校教职工传阅学习，增强教职工法律意
识和责任感。

3、开展“三管四灭”（管污水、管粪便、管垃圾处理、灭蝇、
灭蚊、灭鼠、灭蟑螂）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搞好环境卫
生，在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做好环境消毒工作。

4、加强饮食、饮水卫生管理，严防食物中毒和传染病发生。
按照《食品卫生法》、《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管理规定》
等有关法规要求，切实加强学校食堂和小卖部管理，严格购
物登记、试尝留样、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制度，做
好检查落实。

5、有计划地做好师生健康体检和常见传染病的预防接种工作。

6、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不与传染病人接触，
生病及时就医；教育学生坚持锻炼，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7、积极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共同做好学校周边不符合食品
卫生要求的饮食摊点的整治，消除引发学校传染病的隐患。

8、加强门卫管理，切断外来传染病源。

9、做好预防常见病的必要药品等物资储备。



三、坚持晨检制度，畅通报告渠道

1、班主任要按照要求，坚持对学生每日晨检，把预防常见传
染病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对因病请假在家的学生要通过电话
等方式询问病情；在校生病的学生要及时送医务室诊治，对
需送县级医院进一步诊治的学生要及时通知家长陪同前往
（对暂时无法通知家长的学生由班主任陪同前往），发现传
染病患者及时报告学校传染病预防办公室。

2、医务室要坚持对饮食从业人员每日晨检，发现传染病患者，
立即停止上岗，并及时报告学校传染病预防办公室。

3、教职工生病被诊断为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要及时主动报
告学校传染病预防办公室。

4、医务室要坚持就诊登记制度，健全常见传染病监控信息表
册，做到发现疫情能快速、准确的向学校领导组报告。

5、学校传染病预防办公室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报告学校领
导小组。

学校水痘预防知识教案篇四

1.做好传染性、流行性疾病的预防和公共卫生工作，宣传防
治知识，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2.建立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制度，对已发生或可能发生
的传染性、流行性疾病，或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及
时向卫生防疫部门和区教体局报告，听取卫生防疫部门的处
理意见。

3.对传染性、流行性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切断传播途径，防止师生交叉感染和扩散。



4.在校园、教室内做好必要的消毒工作。对可能受到危害的
师生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5.坚决杜绝染病学生带病来校，必须由医院出具诊断证明已
康复并不再存在传染危害后方准来校上课。

6.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争取共同配合预防和诊治。学生病
愈回校后，任课老师要做好补课辅导工作。

(二)食物中毒事件的应急预案

1.凡就餐后，师生出现不明病因的肚痛、胸闷、恶心、乏力
昏沉、呕吐、水泻等症状，各班主任、值班领导应马上报告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领导小组。

2.迅速与医院联系、诊治，采取救护措施，并向当地教育局、
政府及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包括:时间、地点、中毒人数、主
要临床表现、可能引起中毒的食物等)。

3.保护现场，做好预留食品、蔬菜的取样工作，食品用工具、
容器、餐具等不急于冲洗，以备卫生部门检验。

4.迅速排查食用致毒食物的师生名单，并查询他们的身体状
况。

5.根据事态发展情况，迅速与家长联系。

6.如实汇报有关情况，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诊治、调查、
事故处理工作。

(三)预防接种炎症反应或事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

1.迅速报告卫生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请求
派遣专业人员进校，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查明事件原因。



2.及时将受害师生送医院接受救治。

3.尽快采取各项措施，消除危害，制止事态的发展。

4.总结经验教训，查漏补缺，杜绝隐患。必要时对事故和损
害的责任人追究责任。

(一)组织机构保障

学校成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日常预防与控制工作。

(二)财力和物资保障

学校安排必要的经费预算，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工作
提供合理而充足的资金保障和物资储备。

学校水痘预防知识教案篇五

发布日期：2011-4-1 10:04:29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安全工作，预防
学生拥挤踩踏事故的通知》

[教基［2005］14号]、《福建省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和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和市、县有关部门的文件精神，
预防校园拥挤踩踏事故的发生,确保师生人身安全，特制定此
应急预案。

一、工作机构组成及其职责：

学校成立预防校园拥挤踩踏事故工作领导小组，发生校园拥
挤踩踏事故时，工作领导小组自动转为应急指挥部，应急指
挥部下设办公室、救援行动组、疏散引导组、后勤保障组、



善后工作组。

（一）工作领导小组（应急指挥部）

1、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总指挥）：涂大庆

副组长（副指挥）：兰兴滨 吴孝毅 林丽芯

成 员：李生辖 刘德峰 冯三妹 吴明业 曾秀美 陈丽全

徐美珍 林亚玲 陈文彬 陈淑美 黄淑鸿

2、工作职责：

（1）召开安全工作会议，部署预防和处置拥挤踩踏事故工作，
安排和检查有关预防和处置拥挤踩踏事故事宜，发挥各处室、
年段的职能做好预防和处置拥挤踩踏事故工作。

（2）发生校园拥挤踩踏事故时，工作领导小组自动转为应急
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和安全应急需要，调集人员，调用物
资及交通工具，指挥各应急小组开展应急疏散、救援和善后
处置工作。各股室和每一位教职员工都有参加预防和处置校
园拥挤踩踏事故抢险救灾的责任和义务。做到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密切协作，处理到位。

（二）应急指挥办公室

1、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林丽芯

副主任：赖礼全



2、工作职责：

及时了解事故情况，向指挥部领导报告，并将指挥部领导的
决策及时传达；及时与上级主管部门取得联系，争取上级领
导部门的指导和支援；向上级部门报告突发事故及应急处理
的信息。

（三）救援行动组

1、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吴明业

组 员：保卫干部、心健室成员和体育组成员。

2、工作职责：

救援行动组接到学校安全事故报警后，应立即赶到现场开展
实施救援行动；立即打“120”、“110”急救电话，请求有
关部门立即组织救护。组织指挥有关职能开展人员救护、疏
散和学校财产的保护，把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四）疏散引导组

1、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李生辖

副组长：孙良和

成 员：各班主任、当班教师和其它在场教师

2、工作职责：发出疏散警报，各班主任、当班教师和其它在
场教师依就近安全的原则护导学生向安全区域疏散，直至全
体师生安全撤离。疏散时视当时情况进行必要的调度，班科



任老师负责本班学生的疏散、保护、管理工作。

（五）后勤保障组

1、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刘德峰

成 员：郭昌嗣 陈曰真 张素红

2、工作职责：保证各种应急物质和水、电的供应。

（六）善后工作组

1、组成人员：

组 长：冯三妹

成 员：陈丽全 徐美珍 林亚玲 陈文彬 陈淑美 黄淑鸿

2、工作职责：努力做好当事学生及家长的情绪稳定工作，预
防事态延伸扩展。

二、工作措施

（一）防范措施

1、学校通过各种形式并结合有关伤害事故例子对学生开展针
对性的安全专题教育，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2、各班级要根据班级具体情况，利用晨会、班会课时间对学
生进行文明行为教育，教育学生上下楼梯靠右行，做到“三
不，二要”：即不拥挤、不打闹、不搞恶作剧；要互相礼让、
靠右行走，要遵守秩序、安全行进。培养学生树立相互礼让、
遵守秩序的良好意识，养成过楼梯和走廊轻步慢行靠右走的



良好习惯，掌握防止拥挤踩踏及遇到危险情况下自护自救的
基本常识等。

3、做操或集会等学生集中上下楼时段，各楼道口安排一名教
师负责维护楼道秩序，疏导学生上下楼，防止拥挤踩踏事故
发生，保证学生上下楼安全。课间，值日老师要认真巡查，
随时注意通道情况和学生课间活动的安全。

4、楼层安全责任人要经常巡查本楼层用电及照明设备和楼梯、
通道是否安全，并做好记录上报学校。学校要组织人员定期
不定期地开展校舍特别是通道、楼梯安全专项检查。总务处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及时采取措施整改，确保通道照明充足、
畅通、安全。

5、教导处要从学校实际出发，科学安排作息时间时，课间要
留有足够的时间，实行低年级和中高年级错开放学。一二年
级应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时间准时放学，错开放学高峰期。每
天学生上学、放学时保证学校门口有一位行政领导带班值日，
两位保卫干部、三位值日教师。值日老师要准时到岗，做好
学生出入校门的秩序及疏导工作。

6、学生参加集会、做操及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时，必须由班
科任老师护导学生队伍按规定行进顺序和路线行走（具体见
附件）；在室外或专用教室上课的老师须到任教的班级教室
里带领学生到室外或专用教室上课，下课后带回班级教室。
放学时，班科任老师要组织好学生路队并护送出校门。发现
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时，应当及时告诫、制止，并加强与学
生的监护人联系，形成教育合力，共同教育好学生。

（二）、应急处置

1、信息报告

（1）发现可能出现拥挤踩踏伤害事故，目击者要及时采取防



护措施并第一时间报告学校办公室和学校负责人。

（2）一般事故。学校发生无人员死亡，重伤1人及以上的安
全事故后，学校应当在半小时内口头向教育局报告，事故处
理结束后一小时内书面报教育局。

（3）重、特大事故。事故死亡1人及以上、伤多人，学校应
当在半小时内口头向教育

局报告，事故处理结束后一小时内书面报教育局。

（4）安全事故报告的必要内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伤
亡情况、事故简要经过、采取的施救措施、事故发生的初步
原因、报告单位、报告人及其它应当报告的事项。

2、事故处置

（1）发生校园拥挤踩踏事故后，学校预防拥挤踩踏事故工作
领导小组启动本预案；按照学校应急预案的指令开展工作。

（2）现场指挥部的人员进入现场指挥部后，根据职责分工，
迅速开展工作。

（3）参与现场处置校园拥挤踩踏事故的负责人、现场处置教
师迅速向学校现场指挥部反馈现场处置情况，并由指挥办公
室负责汇总。

（4）学校负责人要向现场指挥部总指挥详细报告事件的危害
程度以及自己的分析意见。

（5）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现场指挥部迅速研究现场处置措
施，果断作出指挥决策。学校负责人按照决策、职责分工，
认真准确地做好下达指令、报告请示等工作。

（6）发出疏散警报，各班科任教师依就近安全的原则护导学



生向安全区域疏散，直至全体师生安全撤离。

（7）立即打“120”、“110”急救电话，请求有关部门立即
组织救护。

（8）立即口头报告教育局、各保险公司。

（9）事故发生现场，人员全部撤离后，封闭隔离或限制使用
有关场所，并保护好现场。

（10）配合有关部门对现场目击的师生进行询问，做好事故
的调查取证工作，初步掌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注：疏散时视当时情况进行必要的调度，班科任老师负责本
班学生的疏散、保护、管理工作。

4、善后工作

（1）学校拥挤踩踏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基本完成后，总指挥部
立即组成有关人员对学校拥挤踩踏事故造成的危害，以及对
社会政治稳定可能构成的威胁进行评估分析，并下达指令全
力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2）学校成立善后领导小组，努力做好当事学生及家长的情
绪稳定工作，预防事态延伸扩展。一旦发生受伤害学生监护
人、亲属或者其他成员，在事故处理中无理取闹的事件，扰
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或侵犯学校、教师合法权益的，学
校将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3）学校迅速派出有关人员安抚伤员，帮助受伤、死亡者家
属做好善后工作；同时，积极协助家属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对师生及家长提出的正当要求尽快予以满足。

（4）学校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事故的处理、调解工作。处置工



作基本完成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立即将情况上报教育局。

学校水痘预防知识教案篇六

据统计，在全国发生的多起中小学生拥挤踩踏事故中，发生
在楼梯间的比例非常高，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1%。因楼
道拥挤发生的伤亡事故已成为中小学安全事故的突出问题。
为此，我校为预防楼梯间拥挤伤亡事故的发生，特制定预防
学生拥挤踩踏事故应急预案。

一、健全制度、落实责任，切实加强学校内部安全管理工作。

我校对校内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审查，将安全工作的各项
职责层层进行分解，落实到人，每一个班主任、任课教师都
要担负起对学生进行安全管理和教育的责任，并签定安全工
作责任书。要求教师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在上操、集合等上
下楼梯的活动中，不强调快速、整齐，适当错开时间，分班
级逐次下楼。每月一次定期检查楼道、楼梯的各项设施和照
明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并成立预防拥挤踩踏事故的应
急领导小组：

组长：刘永学

副组长：付光辉（安委会主任）廖正虎（安委会副主任）

韦乾玉（保卫科长）唐通益（政教主任）

成员：曹殿标程军姜若永陆启欢 史军 陈冬 章鑫各班主任

二、加强专项检查和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环节。

认真开展校园隐患大排查，加强对楼道问题的专项检查和研
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环节。具体从如下工作掀抓起：



1、班级定期开展防止拥挤事故发生的安全专题教育。

2、总务处定期仔细检查楼梯间设施，保证楼道、楼梯的照明，
及时更换照明设施，要按照国家标准加高、加固楼道栏杆、
楼梯扶手，并落实专人定期检修，发生损坏及时修复或更换。
及时疏通封堵和占用的疏散通道，及时清理楼道、楼梯间堆
积物，确保楼道、楼梯通畅。

3、值日领导重点检查督促，并做好记录。

4、学生在楼道、楼梯实行右行，禁止追逐、打闹。

5、定期对学生进行自救自护方法的教育和训练。

6、集合按学校指定路线行走，确保学生的安全。强化对学生
上操集合、上下楼梯、放学疏散等活动安全的重要环节管理。
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在晨会、课间操、放学和集合等上下楼
梯的活动中，不强调快速、整齐，要适当错开时间，分年级、
分班级逐次下楼，学生不能乱窜楼梯，值班教师定点定时定
位置进行安全疏导，负责维持秩序，管理学生。

7、按时上课、下课，不占用学生上厕所的时间，避免下课时
的拥挤；

8、出现停电或楼梯间照明设施损坏时，要及时开启应急照明
设备，同时学校领导与值班教师要立即到现场疏导。

9、冬季白天短暂，下午放学要尽量避免学生大规模的集体活
动。

10、冬季结冰时间，楼梯卫生区清理不用湿拖布清理，避免
结冰路滑，滑倒造成事故。可利用气温较高时彻底清理。

三、明确学生疏散线路，提高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1、责任分工：

在教室上课的各任课教师（班主任）：负责学生从教室向外
有秩序疏散，要注意控制疏散的人数，防止楼道因人数过多
而出现的拥挤现象。

一层：负责人：陆启欢宋健

二层：负责人：程军孙振银

三层：负责人：吕沛陈冬

四层：负责人：张芳 姜若永

金曙 赵兵：负责学生疏散后在操场的整队管理。

各班班主任：负责协助体育老师整理本班队伍。

2、疏散路线：每层班级东侧两或三个个班级由教学楼东楼梯
向教学楼东出口安全疏散，西侧两个班级由教学楼西楼梯向
教学楼出口安全疏散。

学生的疏散集合点为楼前广场（如发生水灾，则改为校门
口），集合方式为课间操队形。一般情况下（如演习、火
灾），按照做课间操的路线，学生排队（临时排定）向集合
点疏散；如发生特别紧急的情况（如地震），则先集合班级
由东面的楼梯下，后集合的班级由西面楼梯下；或者由各年
级组长临时指定路线。下楼梯时，班主任在队伍前，配班老
师在队伍尾。

原则：因学校是未成年人密集地，无论发生什么险情，都要
把学生的疏散转移工作放在首位，并特别保证不发生人员践
踏。到达疏散集中地后要立即清点人数，并将缺到人员的大
概位置告知消防抢救队负责人。



四、救援专业队伍的组成及分工

学校各职能部门和全体教职工都负有重大事故应急救援的责
任，各救援专业队伍是重大事故应急救援的骨干力量，其任
务主要是担负本校各类事故的救援及处置。

1、现场指挥组

组长：孙振银

组员：吕沛宋健程军姜若永 章鑫曹殿标陆启欢陈冬

主要职责：负责指挥和组织安全事故的处置工作，对重大突
发事件处置工作作出重大决策，督促各相关应急处置小组按
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地开展工作。

2、现场协调组

组长：李军

组员：曹殿标殷嫕郑玲张芳

主要职责：负责贯彻传达领导指示，报告处理情况，协调有
关单位（如公安、消防、卫生等部门）负责救援和抢险。

3、现场抢救组

主要成员：各班主任

主要职责：负责对事故现场进行救治。学校领导小组成员应
及时到第一线参与现场救助工作，并负责保护好现场，防止
事态进一步扩大。在现场的最高领导即为现场抢救组指挥，
每一个成员及学校全体教职工都要参与到现场救助工作中。

4、善后处理组



组长：荣学工

副组长：吕沛孙振银宋健李军

组员：学校各处室主任各班主任

负责对死难、受伤职工家属及学生家长的安抚、慰问工作，
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消除各种不安全、
不稳定因素。

5、信息报道组

组长：荣学工

组员：章鑫郑玲

负责事件报告的起草、把关工作，做好新闻单位的接待、采
访工作。

6、后勤保障组

组长：李军

组员：曹殿标 史军殷嫕尤丽

负责处置安全事故过程中的车辆、接待、物质保障等工作。

五、重大安全事故报告

1、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值班及发现事故人员应以最快捷的
方法，立即将情况报学校领导小组成员，并同时将情况报县
教育局安全办公室。

学校值班电话：0527——835510622、报送时限



一般事故2小时内报送；

重大安全事故即发即报，必须在半小时之内报送到县教育局
（可口头先报，后及时报送事件进展情况）

3、报送内容

（1）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2）事故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及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3）事故原因、性质的初步判断

（4）事故发生后已采取的措施及控制情况

（5）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学校水痘预防知识教案篇七

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校园拥挤踩踏事故，提高校园处置拥挤
踩踏事故的应急能力，确保一旦校园发生拥挤踩踏事故时实
施高效、有序的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保证校园各项工作的正常
开展，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校园意外伤
害事故处理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
究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校园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组织机构

各校园必须成立突发学生楼道拥挤踩踏事故应急组织机构，
落实人员分工，明确职责要求。

1、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焦文星

校长：翟建国

副组长：副校长：朱林忠

成员：全体教师

职责：负责制定学生拥挤踩踏事故应急预案，在拥挤踩踏事
故处置工作中统一指挥、科学果断决策、协调各方力量进行
应急救援；控制事态发展，把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尽
快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

2、应急工作小组

（1）通讯联络组

职责：负责联络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救助部门，负责在
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告事故发生和现场抢救、处置情况，
做好相关信息的采集与留存和现场的取证、信息的整理和报
送等工作，按照学校应急领导小组的意见向社会有关部门发
布信息。

（2）疏散引导组

职责：引导全体师生迅速疏散、转移到安全地带，并负责重
要物品的看守工作。

（3）现场救护组

职责：根据情况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急救并配合医务人员做
好救治工作。

（4）安全保卫组



职责：负责事故现场的警戒，现场秩序的维护，阻止无关人
员进入现场，引导消防、公安、医务车辆驶入现场，配合卫
生部门施救，防止事态扩大。

（5）后勤保障组

职责：负责车辆调动，人员调集，工具、设备物资以及受伤
人员生活物品的供应。

（6）善后处置组

职责：负责师生及学生家长的思想工作，做好伤病师生的安
抚慰问工作；配合相关部门调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联
系保险公司，对伤亡学生进行理赔，妥善处理各种善后事宜。

二、安全预防措施

（1）健全制度落实责任，切实加强校园内部安全管理，将安
全工作的各项职责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全校教职工都要担
负起对学生进行安全管理和教育的责任。

（2）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常规教育,充分利用广播、板报
等形式和班会、团队活动、集会等途径对学生进行纪律安全
及自救、自护等知识的专题教育，教育学生课间不得追逐、
跑跳、打闹，使学生养成相互礼让、遵守秩序、上下楼梯轻
声慢步、靠右行的良好习惯。

索家坡小学

学校水痘预防知识教案篇八

预防校园拥挤踩踏事故应急处理预案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校
园拥挤踩踏事故，提高校园处置拥挤踩踏事故的应急能力，
确保一旦校园发生拥挤踩踏事故时实施高效、有序的救援工



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正常的教育
教学秩序，保证校园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管理工作》、《校园意外伤害事故处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等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校园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组织机构

各校园必须成立突发学生楼道拥挤踩踏事故应急组织机构，
落实人员分工，明确职责要求。

1、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园长副组长：副园长

成员：各班班主任

职责：负责制定学生拥挤踩踏事故应急预案，决定本预案的
启动与终止；健全应对拥挤踩踏事故工作组织机构，明确职
责，健全制度，完善各项措施的落实；在拥挤踩踏事故处置
工作中统一指挥、科学果断决策、协调各方力量进行应急救
援；控制事态发展，把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尽快恢复
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

2、应急工作小组

（1）通讯联络组职责：负责联络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救
助部门，负责在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告事故发生和现场抢
救、处置情况，做好相关信息的采集与留存和现场的取证、
信息的整理和报送等工作，按照学校应急领导小组的意见向
社会有关部门发布信息。

（2）疏散引导组职责：引导全体师生迅速疏散、转移到安全
地带，并负责重要物品的 看守工作。



（3）现场救护组职责：根据情况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急救
并配合医务人员做好救治工作。

（4）安全保卫组 职责：负责事故现场的警戒，现场秩序的
维护，阻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引导消防、公安、医务车辆
驶入现场，配合卫生部门施救，防止事态扩大。

（5）后勤保障组 职责：负责车辆调动，人员调集，工具、
设备物资以及受伤人员生活物品的供应。

二、安全预防措施

（1）健全制度落实责任，切实加强校园内部安全管理，将安
全工作的各项职责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全校教职工都要担
负起对学生进行安全管理和教育的责任，并且针对预防学生
拥挤踩踏事故建立制度、提出要求、采取措施，强化课间值
班，加强对学生上下楼梯的安全管理。

合有关发生在学校楼梯间拥挤踩踏而引发的伤害事例，对学
生开展针对性的方拥挤踩踏事故专题教育，提高学生的防患
意识；教育学生课间不得追逐、跑跳、打闹，使学生养成相
互礼让、遵守秩序、上下楼梯轻声慢步、靠右行的良好习惯。

（3）加强对教师责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的教育。大课间活
动、出操、大型集会等，上下楼梯不强调快速、整齐，由老
师带领学生有序进入操场活动，活动完毕，统一调动，有秩
序地回教室；体育课和到专用教室上课的老师须到任教的班
级教室里接送学生。

（4）合理安排各年级各班上下楼梯的路线，课间要留给学生
充足的时间，低中高年级实行分时段放学，早、晚下自习、
课间操、中午和下午放学等时段，每层楼道、楼梯间必须安
排教师维持秩序，管理学生。



（5）安排专人定期仔细检查楼道、楼梯间的各项设施、照明
及应急灯等照明设备情况，及时更换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照明
设施，按照国家标准加高、加固楼道栏杆、楼梯扶手，定期
检修，及时清理楼道、楼梯间的堆积物，确保楼梯照明和楼
道、楼梯畅通，防止夜间突然停电造成学生上、下楼梯时因
无灯光而摔伤的意外伤害事故。

（6）每个学期组织学生至少进行两次应急疏散演练。

三、应急处置措施

（1）第一发现人在发现学生在因拥挤而发生踩踏事故时，及
时切断后面学生的通行、抢扶被压倒的学生。

（2）一旦发生踩踏事故，立即报告学校安全工作应急领导小
组。报告内容必须准确全面，要包括具体时间，地点，及简
要情况，由应急领导小组确定启动应急预案。

（3）学校安全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现场指挥，协调控制，对
患者进行抢救，疏散组迅速对后面拥挤的学生进行疏散。

（4）对受伤学生进行逐个了解情况，一般伤情，学校应立即
把受伤的学生送到当地医院检查治疗，有严重受伤者，现场
救助组要立即拨打“120”请求救助，将重伤学生送到指定医
院救治，应急领导小组应指派专人护送和照顾。

（5）通讯联络组立即通知受伤学生的监护人赶赴医院，协助
救治。

（6）学校要做好其它学生的思想稳定工作，解除他们的恐慌
心理，保证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7）应急领导小组必须及时写出事故书面报告。报告内容：
事故 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简要经过、伤亡人数、事故



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及控制情况，上报区教育局安全稳定办
公室。

（8）事故补报：根据事故现场情况变化、受伤人数变化时，
由领导小组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情况补报。

（9）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对工作失职，不认真履行疏导、保
护、管理职责，酿成严重后果的有关责任人，事故处理后期
要根据事故情况进行责任追究，惩前毖后，同时建立事故处
理档案并存档。

四、注意事项

1、发生踩踏事故对外发布消息，必须由学校领导小组统一发
布，任何个人不得随意发布消息，以免报道失实，造成混乱。

2、在应急行动中，各小组要密切配合，服从指挥，确保救助
工作的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