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校园安全教育班会教案(优
秀8篇)

教案模板是教师备课重要的基础工作，可以提供详细的教学
步骤和教学资源。希望大家通过阅读这些六年级教案范本，
能够提高自己的教案编写能力，做出更好的教学效果。

初中校园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主题班会

20xx年11月3日

1、知道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

2、知道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提高学生的'防火意识。

3、知道一些消防安全常识及识别消防安全的标志。

一、学生交流怎样打火警电话？报警时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火警电话号码“119”要记清

2、听到对方报“消防队”时，即可讲清着火的地点和单位。

3、要注意消防队的提问，并主动告诉自己所用电姓名，以便
联系。

4、当消防队讲“消防车去了”，就可将电话挂断。

二、认识常用的中国消防安全标志

课件出示消防标志



三、小学生怎样防止火灾发生

1、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交流防止火灾的注意事项。

2、观看课件加深印象：指导小学生应该如何防止火灾的发生。

四、小结：

同学们，今天这节安全教育课别开生面，很有教育意义。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学生自由发言）

五、给父母讲一讲，和父母说说家庭安全怎样做。

良好

板书设计

消防安全从小要记住

火警电话119

安全最重要

初中校园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更新教育理论，探教学改革之路，
实施创新教育，顺应时代教育教学发展的需要。

认真完成七年级体育教学任务，使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基本技术。培养学生的兴趣。认真完成教学研究
和教学改革任务，争取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认真完成上
级领导安排的各种时令性工作和任务。

认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政治活动，认真记



学习笔记，写学习心得，提高自己思想认识。服从领导，听
从分配，团结同志，关心爱护学生。在工作中时时处处以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忠于职守，为人师表。

1、加大教育力度，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体育
教学是整个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因此，上好体育可是重中
之重，是对学生进行体育教学的重要手段，本学期，我将按照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努力探索新课程标准，积极改进
自己的授课方式，提高自己的授课水平。在教学中严格贯彻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努力使每一位学
生都能积极的上好体育课，学好体育知识，增强体质，使教
学质量得到有效的提高，同时，本学期要继续深入的学习，
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理论知识水平，使自己的能力能
够适应现代化教育的需要和要求。

2、进一步提高课外教学活动和运动竞赛水平，学校的体育工
作除体育教学以外，还有课外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这两项
同样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点。课外体育活动是学生非常喜爱
的活动形式，它即可以使学生对在体育课上学到的知识进行
巩固，又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学习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基
于这一点对本学期的课外活动要详细计划措施，并做好辅导，
以保证课外体育活动顺利的开展。

3、课余运动竞赛体现出一个学校的体育运动竞技水平，同时
也是实现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的重要手段，学校运
动竞技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能否培养出好的人才，关系
到我们国家体育竞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本学期，我将进
一步抓好体育兴趣小组的训练工作，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训
练方法和理论，提高运动训练的水平，争取在校比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

4、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我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这一学期的工作
做好，为体育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为学校争光。



初中校园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法制教育(自护、自救安全教育)

学习一些家居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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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如何实施自我保护。

例举法，讨论法。

谈话引入：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家庭生活中仍然有许
多事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
成事故。下面就谈谈家居安全要注意什么：

二、交通安全

案例|一、3月31日11时55分，河南省潢川县小学生杨明亮(男，
8岁)，在丰台区富丰桥东韩庄子路口步行由北向南横穿机动
车道时，被由西向东驶来的李元元(女，24岁，北京市公交总
公司603车队)驾驶的大公共汽车当场轧死。

案例二、2月11日14时5分，大兴区黄村镇狼各庄村村民薛新开
(女，7岁)在由南向北步行横穿公路，适有河北省固安县解家
务村司机杨建中(男，19岁)驾驶农用四轮车由东向西驶来，
农用车将薛新开撞出，薛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

1、分组讨论、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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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儿
童不准骑自行车在公路上行驶。

三、防溺水安全教育。下面给大家讲几个游泳所带了的惨剧。

(1)2021年4月23日下午，廉江市安铺镇3男孩结伴下河捞蚬不
幸溺水，导致2死1失踪。

(2)2021年1月8日，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郝家庄上郝村西塘处，
因开发商挖沙导致地面出现大坑，聚集河水后结冰，4名小学
生和1名幼儿在冰上溜冰时不慎落入坑中溺水死亡。

(3)2021年3月3日，海南乐东中学2名初三学生到河边钓鱼，
不慎落水身亡。

(5)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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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1年6月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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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1年1月1日下午两点左右，广东汕尾陆丰市湖东镇南四
坑水库发生一起溺水事故，造成4名小学生死亡。

(8)2021年1月7日，河南信阳光山县南向店乡天灯小学发生一
起溺水事故，造成4名儿童溺亡。(9)2021年4月21日，广东珠



海中大珠海校区一名2021级本科生凌某，在校园内沕水湖意
外溺水身亡。

(10)2021年5月5日，北京市吉利大学一名大二学生在十三陵
水库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1、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2、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相助。

3、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四、用电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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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
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六、食品安全教育。

主持人：喜欢零食是孩子的天性，但往往在吃得高兴的同时
却忘记要看看食品是否过期，是否变质，因此就存在一个很
大的安全隐患。请同学们在享受零食时记住要吃安全放心的
食品。

1、预防食物中毒，首先要讲究个人卫生，做到勤洗澡、勤洗
衣服、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换床单和被盖(一月一次)。

2、保持教室、宿舍及环境的清洁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
不暴饮暴食的良好习惯。

3、做到“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吃不洁瓜果、不吃腐
败变质食物、不吃未经高温处理的饭菜、不喝生水、不吃零
食。

4、要从食品标签上注意识别食品质量，选择安全的食品是把
装病从口入”的第一关。

5、不吃三无产品食物，不吃发霉、变质的食物。

6、不乱吃野果，更不要捡路边的果吃，以免中毒。

七、防拐骗。

带她回家等花言巧语骗取了杨某对他的.信任，上了他的摩托
车。半路上，他企图*污杨某，却被杨某狠狠地咬断一截舌头。
歹徒惨叫着逃走了，但他因落下伤残，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捕
获。

2.讨论案例：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小组展开讨论。谈谈自己的



感受。前者不但勇敢而且机智，因为她不但保护了自己，而
且打击了歹徒。而后者的胆孝恐惧不但助长了歹徒的气焰，
还使自身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因此，面对不法侵害，特别是
严重的不法侵害，首先要勇敢。因为勇气能给人以信心，给
人以力量，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1)、不吃陌生人的东西。

(2)、不听陌生人的话。

(3)、不跟陌生人走。

(4)、不和陌生人讲话。

八、教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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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校园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优秀作文推荐！

1、通过本次活动，学习、掌握一些校园安全知识，增强学生
安全意识。用诗朗诵、知识竞赛等形式巩固并扩展学生
对“自护”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2、形成学习、宣讲校园安全知识的氛围，为学生的健康成长
打好基础。

展示资料、图片，诗朗诵，知识竞赛，倡议书。

1、动员学生广泛收集材料。



2、组织材料，排练节目，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

3、在校园捕捉存在不安全隐患的镜头。

4、教室布置：写上主题并适当点缀。

主持人（1）：常言道：安全值千金，健康便是福。我们可要
做到：人人不忘安全，处处保证安全，时时注意安全，事事
落实安全。

主持人（2）：民族小学五（1）班“课间安全知识知多少”
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主持人（1）：我们是21世纪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

主持人（2）：我们的健康成长不但是家人的希望，更是国家
的需要。

主持人（2）：我们在新闻里听到，校园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着我们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第一环节：校园事件报道（播放ppt）

主持人：在我们身边，也存在着安全隐患。（边播放边解说。
）

第二环节：现场采访：班上的同学在课间有哪些不安全活动？
谁能说一说？

主持人（2）：在学校里，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保证自己和同
学的安全呢？

第三环节：展示校园安全活动图片。



第四环节：课间活动安全常规知识竞赛。

一、判断题

1、课间活动的范围，学生课间可以私自出校园玩耍。（）

2、学生课间可以开展、参与激烈的课间活动。（）

3、课间活动要注意安全，不攀高、不跳台阶、在楼道不跨大
步、不快跑不追逐、不做危险的游戏、上厕所不推挤等。（）

4、在走廊、过道、上下楼梯要靠右行，做到轻声慢步，不争
先恐后，不挤在一起。（）

5、课间活动要适量、轻松、愉快，累得满头大汗又急急忙忙
赶着上下一节课也可以。（）

6、课间活动中要讲文明、守秩序，团结同学，不争吵、不打
架，不尖声叫嚷，发现不安全情况要及时报告老师。（）

7、课间活动可以在课室内进行，只要不乱抛果皮壳、纸屑就
可以吃零食。（）

8、上下楼梯靠左行走，不得拥挤，不推人、撞人。（）

9、不得在走廊、走道、楼梯内打闹，不得撞击门窗或攀爬走
廊栏杆，以免发生事故；在校园内，禁止互相追逐、狂跑乱
跑，防止互撞，禁止怪声喊叫。（）

10、禁止学生攀爬教室窗台和教室内桌椅。（）

11、老师在楼道、楼梯、操场行走，学生应有礼貌地让道，
不得抢先拥挤，冲撞老师。（）

二选择题：



1、课间活动的范围，学生课间（）

a、可以私自出校园玩耍。

b、不能私自出校园玩耍。

2、课间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下行为应禁止：（）

a、攀高、跳台阶、在楼道跨大步、快跑不追逐

b不做危险的游戏、上厕所不推挤等

3、课间活动以下行为是对的：（）

a、要适量、轻松、愉快，以免下节课没精神

b、累得满头大汗又急急忙忙赶着上下一节课也可以。

4、课间活动要文明健康、安全有益，可选择：

a、跳集体舞、跳绳、踢毽子、砸沙包、打乒乓球、跳橡皮筋
等活动，

b、只要不发生危险就可以在校园、楼梯、走廓、教室内追逐
打闹、奔跑，。

5、课间活动中要讲文明、守秩序，团结同学，（）

a、不争吵、不打架，不尖声叫嚷，发现不安全情况只要自己
走开就行

b、不争吵、不打架，不尖声叫嚷，发现不安全情况要及时报
告老师



6、、以下行为应禁止：（）

a、在校内外玩火，乱按各种开关、插座，乱动各种电器设备。

b、爱护公物，节约水电

7、同学之间发生小摩擦时，下列处理方法正确的是（）

a、原谅同学或报告老师，让老师处理。

b、记恨在心，事后叫人或叫家长到学校来教训对方

8、遇到别人打架时（）

a、上前围观，给自己认识的人加油、帮忙。

b、去劝阻，告诉老师

9、下课了，不能干什么？

a、做游戏、跳皮筋

b、在走廊里踢球

10、上下楼梯怎样行？

a、靠右行

b、左右都可以

11、如果你在学校里看见许多同学拥挤在一起，不可取的做
法是

a、赶紧挤进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况危险，立刻报告老师



b、赶紧挤进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招呼同学去看热闹

主持人（1）：我们的安全是妈妈的牵挂，是国家的期待。为
了家人，更为了国家，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注意啊！

主持人（2）：生命诚可贵，安全最重要。平安是福，平安是
一首歌，

第五环节：欣赏学生快板表演（课间三字歌）

下课后莫追跑轻说话不喊叫

上下楼靠右走不拥挤慢慢行

上厕所要文明不玩耍不打闹

同学间要友好礼貌语传校园

主持人（1）：同学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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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安
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主持人（2）：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我们向全体少先队员发
出如下倡议：

倡议书

1、在走廊行走时，不要大声喧哗、不要跑。

2、不要在教室内跑、追逐打闹和玩游戏。

3、在校园内不要急跑，不做恶作剧，

4、上下楼梯要靠右行，不推前拉后，不能滑楼梯。



5、放学时随队离开校园，不要停在校里。

6、体育课上严格按照老师的指导活动，游戏时自觉遵守游戏
规则。

主持人（2）：最真诚的`友谊是期盼，最良好的祝愿是平安。

主持人（1）：最殷切的牵挂是父母，最美好的时刻是团圆。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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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我们永远祝你平
安。

第六环节：请班主任小结：（略）

初中校园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1、提高学生校园活动安全意识。

2、知道在校园里哪些活动是安全的，那些事不安全的。

3、不安全的事情的应急处理。

知识方面：了解有关知识，明确校园活动不安全的行为。

能力方面：通过学习，时刻提高警惕，自觉做好防范工作。

觉悟方面：识校园活动安全隐患存在的必要性，树立自我安
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教学重点：通过案例分析和学生参与讨论事例增强学生的校
园活动安全观念。

遇到安全问题学会用如何处理



导、读、议、评相结合

（一）导入

1、安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在校园里活动也要时刻注意
安全。

2、发生在校园里的事故：

（1）高空抛物，砸到同学。

（2）在教学区打闹，撞到了同学，出现不应有的事故。

（3）攀爬护栏，摔倒楼下。

3、学生自由谈发生在校园里的事故。

4、总结：在校园里活动时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二）交流：讨论在校园里活动时我们应当注意哪些方面的
安全。

（1）上下楼梯应当注意哪些安全？为什么？应当如何做？

上下楼梯靠右边走；下楼时用手扶着楼梯扶手下楼；不许向
楼梯外探身，更不许打滑梯；上下楼梯不许跑，不许拥挤抢
先；不许在楼梯内打闹、疯跑、做游戏、做体育活动；放学
时，排队下楼，不许拥挤，不许在楼道上系鞋带、滞留等。

（2）在走廊里应注意哪些安全？为什么？应如何做？

轻声漫步，不跑不叫；不追逐打闹；不做游戏；不攀爬护栏；
不向楼下吐痰、丢东西；无事不到其它楼层乱窜。

（3）在教室里应当注意哪些安全呢？为什么？应如何做？



轻声漫步，不跑不叫；不乱攀爬桌凳；不点燃垃圾，不玩火；
不乱摸电器、电器开关；发现电器、电线、开关插座等有埙
坏及时报告，不乱动；实验课，听从老师指挥，不乱动实验
仪器和化学药品。

（4）在校园里应当注意哪些安全？为什么？应如何做？

不疯跑大叫；不到操场玩树枝、木棍、砖块等；不攀爬车棚、
围墙；不在国旗台上及其周围玩耍；不做危险游戏（哪些是
危险游戏呢）；参加升旗仪式、文艺演出、做操等大型集体
活动，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按要求集合、行动、疏散、
撤离；不携带、不玩易燃易爆物品和管制刀具（哪些是管制
刀具）。

（5）在厕所里应该注意哪些安全？为什么？应当如何做？

不追逐打闹做游戏；大便入坑，小便入池；不推不挤，不跑
不叫，慢蹲慢起，严防跌倒。

（）6体育课应注意哪些安全？为什么？

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有秩序地活动，注意安全。特别是在一些
争抢激烈的运动中，自觉遵守竞赛规则对于安全是非常重要
的。

（三）巩固

1、师生共同回顾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2、同桌互相提问应注意的事项。

3、将重点条目抄记在笔记本上。

（四）作业



1、写一篇学习心得，自己以后应该怎样来做。回家也可和父
母再加以讨论，还有哪些应注意的事项。

2、六年级关于上下楼梯安全的班会资料（学生）

初中校园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六

活动时间：

xx年5月15日

活动地点：

各班教室

活动过程：

一、严防私自下河洗澡，防学生溺水。

溺水是季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因此，我们应该做到：

1、要教育孩子不私自外出游泳，不到无安全防护无安全救护
员场所或不不熟悉水情的河、湖、海滩等地方游泳，不在水
中潜游、跳水、和同伴过分玩笑等等。要教孩子一定的防溺
水自救知识，如抽筋、受伤时的救护或同伴溺水的救护等。

2、要对防溺水安全有足够的认识，随时监管孩子在户外活动
过程，严禁孩子私自玩水。家长陪同时也要注意游泳安全，
防止意外事故。当有人溺水时：

1、可以使用一根长竹竿或者树枝，又或者使用一条长绳并且
把其依附在有浮力的物体上(例如救生圈、救生衣)，然后把
这些辅助物抛给溺水者，随后把溺水者救到岸上。



2、不要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不要随便跳进水里，除非你非
常肯定这样做是安全的。

3、一般来说，如果情况紧急时，在水里时就应该开始采取措
施拯救溺水者，用人工呼吸法帮助其恢复呼吸。当溺水者被
救上岸时，你应该继续为其人工呼吸，每隔几秒呼一次。情
况紧急时，可以在岸上进行心肺复苏急救(这是一种在紧急情
况下例如在电击或者溺水中)，当伤者的呼吸或者心跳已经停
止，救护人员对其进行急救的一种方法，具体来说，就是通
过呼吸救助，为伤者的肺部提供氧气;通过按压胸口，帮助血
液循环，直到伤者心跳及呼吸恢复正常为止。)

4、救护溺水者时还应该跟从以下步骤：

使溺水者保持平静不动，然后立即寻求医疗援助;脱去溺水者
身上又湿又冷的衣服，可以的话，为其盖上一些可以保暖的
衣物。这样有助于预防溺水者体温下降;如果溺水者有任何其
它严重的伤情况，立即对其进行急救;当溺水者恢复呼吸后，
有可能会出现咳嗽以及呼吸困难的现象。此时，你可以做的
是尽量打消他的忧虑，直到他获得医疗援助。

二、防中暑。

中暑一般表现为头昏、头痛、恶心、口渴、大汗、全身疲乏、
心慌、胸闷、面色潮红等症状，或出现面色苍白、四肢湿冷、
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的虚脱症状。重者可表现为高热，体温
超过41℃、无汗，意识障碍，手足抽搐，甚至出现休克、心
力衰竭、肺水肿和脑水肿等。

高温灾害的防御：

1、安装空调、电扇，以改善室内闷热环境。但不要长时间呆
在空调房内，以防止产生头痛、头昏等所谓的“空调病”。
电扇不能直接对着头部或身体的某一部位长时间吹，以防身



体局部受寒。

2、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以防寒气侵入肌肤而
患病。应先擦干汗水，稍事休息后再用温热水洗澡。

4、高温天气宜吃咸食，多饮凉茶、绿豆汤等，以补充因出汗
失去的水份、盐份。

5、适量进行体育锻炼，以增强人体的耐热功能，提高适应高
温环境的能力。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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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立即到时阴凉通风处休息，补充清
凉含盐饮料;重者送医院抢救。

三、防交通事故。

如今机动车辆增多，交通事故频发，孩子对交通安全形势并
不一定了解，下面我们从行路、过马路(十字路口)、骑车、
乘车、下车等方面进行常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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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自行车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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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乘坐非营运车辆和营运超员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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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食物中毒预防教育

夏季气候炎热，微生物繁殖很快，食物容易发霉变质，非常
容易发生食物中毒事故。

正确选购商品，不要贪图便宜购买价低质次的食品。尽量到
大型商场购买正规企业生产的食品;购买食品时注意检查产品
外包装标识，看标识内容是否齐全，是否超出保质期;优先购
买标有qs标志的食品;选购肉类、禽类、水产品等生鲜食品时，
除仔细标识外，还应检查是否有胀袋、颜色变化、异味等现
象。

尽量不吃生的或未经彻底加热的食物。鱼、虾、蟹、螺等肉
禽和水产品要彻底煮熟才能进食;不喝生水、不吃生的蔬菜;
不用盛过生鲜水产品的器皿盛放其他直接入口的食品，加工
过生鲜水产品的'刀具及砧板等必须清洗消毒后方可再使用;
不吃死的虾、螺、甲鱼、蟹等水产品;冰箱内生熟食品的存放
要严格分开。

吃冷饮能起到降温作用，然而不可食之过多。因为高温使人
体的大部分内脏血管都处在舒张状态，食用大量冷饮后会引
起血管急剧收缩甚至痉挛，容易导致腹痛、腹泻等症状。

五、洪水、暴雨、雷击等灾害天气预防教育

夏季降雨量充沛，也是洪水、暴雨、雷电、等灾害天气的多
发季节，这些灾害天气会给学生带来很多安全隐患。20152
年4月份全国自然灾害以风雹为主，部分地区还遭受了干旱、
洪涝、地震、低温雨雪冷冻、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森林火灾、
病虫害等灾害，灾情较近年同期偏轻。全国大部温高雨少，
冬麦主产区和南方部分地区旱情有所发展;全国多个省份发生



出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和沙尘天气，广东因风雹灾害导
致18人死亡;四川、等地中等地震相对活跃，甘孜地区损失相
对较重。2015年4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造成2013.7万人受灾，因
灾死亡34人，紧急转移安置2.7万人次;农作物受灾面
积1845.3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79千公顷;倒塌房屋0.6万间，
损坏房屋7.7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51.1亿元。据中国气象
局统计，仅2015年，全国就发生雷电灾害近两万起，其中，
伤亡事故759起，造成717人死亡，640人受伤，全年因雷击引
起的火灾或事故234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亿元。

那么，怎样预防雷击?我们在以下这些情况下，应该这样预防：

1、在空旷田野上，不要使自己成为尖端，也就是说，要尽量
降低自身高度，不应该把铁锹、锄头、高尔夫球棍等带有金
属的物体扛在肩上高过头顶。

2、在市郊地区，最好躲入一栋装有金属门窗或设有避雷针的
建筑物内，也可躲进有金属车身的汽车内。

3、在稠密树林中，最好找一块林中空地，双脚并拢蹲下;在
大树下躲雷雨是极不安全的。此外，不要在高楼烟囱下、地
势高的山丘处停留，以防不测。

4、在山间旅游，如路遇山洞也可进入避雷。

5、打雷时，最好不要到湖泊、江河、海滩等处钓鱼和划船，
也不要去游泳。

6、打雷时，在平坦的开阔地带，最好不要骑马、骑自行车、
驾驶摩托车或开拖拉机。

7、打雷时，在室内相对比较安全，但要紧闭门窗，防止危险
的侧击雷和球形闪电侵入。



六、除了以上的安全教育外，还要教育学生在用电、用火、
体育活动、安全自救等方面的安全知识，并随时掌控孩子的
行为和活动，当发现迟归、受伤、神情异常时，要及时弄清
原由，杜绝事态的扩大。

七、结束语：同学们，别忘了，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学会保护自己。安全知识时时记，注意安全处处提。

初中校园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七

通过本次主题班会，让学生在快乐的活动中掌握防火安全知
识，增强学生的防火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护自救潜
力，避免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学生拥有一个安全的校园环
境。

1、让学生提前收集有关火灾事故的新闻(学生身边发生的新
闻材料)。

2、组织学生排演节目(简单的.小品)。

3、了解一些防火安全知识。

班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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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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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为了增强同学们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护
自救潜力，我们准备了这次《防火安全》的主题班会。在这
次班会上，我们将通过各种形式来掌握防火安全知识，从而
避免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同学们拥有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

1、如果着火了，怎样办?

发生火情，同学们必须要持续镇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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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火势十分猛烈，正在或可能蔓延，
切勿试图扑救，就应立刻逃离火场，打119火警电话，通知消
防队救火。

2、初起火灾如何报警?

(2)报警时要讲清着火单位、所在区(县)、街道、门牌等尽量
详细的地址;

(3)尽最大可能说清着火部位、着火物质、火情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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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火灾发生的关键，是做好火灾的预防工作。同学们只要
认真贯彻消防法规，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就能有效
预防火灾的发生。

同学们，火是人类的朋友，它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带
来了人类的礼貌和社会的进步。但火如果失去控制，酿成火
灾，就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防火安全，重于泰山，一
句话说明了防火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就是有些人总是
存有错误想法，总认为防火天天讲，天天搞，没有什么大不
了，不必大惊小怪，从思想上根本就不重视防火安全，麻痹
大意，最终埋下了火灾隐患。

同学们，我们在哪些时候会用到火呢?(请1-2名同学介绍)是
的，就像同学们说的那样，我们用打火机点燃香烟、用天然
气生火煮饭等等，都离不开火。既是如此，我们就就应更加
明白：火的属性是双重的，火既能够是吉祥之鸟，又能够是



凶残之虎。从这好处上说，现代火灾大都不属于天灾而属于
人祸，这就需要我们对火有更理性的认识，也需要我们掌握
一些消防安全常识。

初中校园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八

1、宣传学习并贯彻我国“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
的'基本方针，基本法规。

2、了解消防安全常识，火灾扑救常识，重视安全，珍惜生命。

3、学会正确使用液化气，煤气，电器，掌握灭火方法，自救
与逃生的方法，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消防安全常识，扑救常识，灭火方法。

掌握灭火方法。

1、师生搜集一些“消防安全事故”实例。

2、四瓶液化气(小瓶)，四个煤气灶(小)。

3、4台小灭火器。

自主参与实践、合作探究式。

(一)导入新课。

(1)教师讲述两个“火灾案例”以引起学生注意。

案例一

xxxx年2月23日，河南省新野县某小学四年级七名学生中午放
学后，到学校附近的个体电气焊修理部门前玩耍。其中1人出



于好奇，用火柴点燃自制电石桶(乙炔发生器)的细钢管口，
引起爆炸。当场炸死2人，重伤1人，轻伤2人。

案例二

xxxx年4月5日上午，山西省某煤矿第二小学四年级共195名学
生，在10名老师带领下，到七、八里外的山上春游，发生因
学生野炊引发大火，当场烧死学生29名，重伤1名，轻伤3名
的恶性事故。

(2)学生分组讨论(四人小组)“消防安全事故”实例，把所见
所闻讲述给同组同学听，以增强火灾预防意识，安全意识。

(二)分组讨论

“消防安全”应注意的事项，火灾扑救的方法，及逃生方法。

(1)防火应注意什么?

(2)如何使用液化气、煤气?

(3)如何使用电器?

(4)外出野炊应注意什么?

(5)发生火灾时应如何报警?

(6)火灾扑救有哪些方法?

(7)人身着火时如何自救?

(8)楼房着火如何逃生?

(9)山林着火如何逃生?



(三)小组代表分题发言。

(四)学习“消防安全常识”

教材全文，学习“火灾扑救常识”全文。

(1)自学“消防安全常识”教材全文。

(2)男女生分组朗读“火灾扑救常识”教材全文。

(五)实践活动：

1、分4人小组，让学生实例操作怎样安全使用液化气、煤气
灶。

2、分4人小组，“用灭火器”演示如何“灭火”，让学生实
例操作如何使用“灭火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