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雷电班会教案(通用8篇)
初二教案的编写应该紧密结合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学习需求。
赶快来看看下面这些安全教案的实例，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
些启发和思考。

防雷电班会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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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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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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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雷电班会教案篇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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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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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讨论为主

一、什么是雷电？什么是闪电？雷电（闪电）的发生频率与
特点

案例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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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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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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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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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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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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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雷电班会教案篇三

六（1）班全体学生

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预防雷电”安全知识
的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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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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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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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是雷电？什么是闪电？雷电（闪电）的发生频率与
特点

案例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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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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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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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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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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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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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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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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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雷电班会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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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讨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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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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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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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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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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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雷电班会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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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雷电班会教案篇六

1、教育学生学会如何防雷电。

2、锻炼学生对事情的判断能力和想像力，增强学生的安全意
识。

课件《如何防雷电》;躲雷雨闪电的情景场地布置(即游戏场
地)：大树一棵、电线杆一条，房子一座，雨的形成：用银色
的包装纸剪成一条条细小的长带，挂在场地的房顶上面飘落
下来;情景演习的准备：电烫斗一个，一件破了一个洞的衣
服;小兔子头饰、木篮子各40个;音乐《下雨了》。

一、活动的导入：今天，有一位同学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做客，
现在，我们出发吧。

二、躲雷雨闪电的情景：防雷击、防暴雨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教案

1、刚走到半路上，突然传来一阵雷雨闪电的声音(用录音机
播放音乐)，“孩子们，下雨了，打雷啦，赶快躲”。仔细观
察孩子们躲在哪里。



2、雨停了，继续走，来到了黄可芳的家里坐下，她妈妈热情
招待我们。

三、围绕刚才躲雷雨闪电的情景进行提问：防雷击、防暴雨
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教案

1、刚才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啦?

2、你们是怎样避雷雨闪电的?躲在哪里?

3、今天小可爱也遇到了像我们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一起
来看看她是怎样做的?

四、观看课件《如何防雷电》。

五、围绕课件内容与学生展开讨论：

1、故事里的小可爱她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2、小帅哥又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3、小可爱、小帅哥谁做得对呢?请幼儿自由讨论，锻炼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事情的判断能力。

4、老师小结应该怎样防雷电。

(1)不可以跑到大树下躲雷雨闪电。

(2)不可以躲在电线杆下。

(3)不可以躲在高危的地方。

(4)不可以躲在潮湿的地方。

课堂小结;通过这节的学习我们知道哪些防雷电安全的知识



呢?

防雷电班会教案篇七

1、雷雨来临时，尽量在室内躲避，关闭门窗；要把电视机、
电风扇等电器的电源关闭，不要打电话，不要靠近暖气片等
金属管道及门窗等易被雷击的地方。

2、不要在雷电交加时用喷头冲凉，因为巨大的雷电会沿着水
流袭击淋浴的人。

3、汽车内也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就算闪电击中汽车，也
很少会伤人。

4、不要在雷雨中放风筝，那样很可能会遭到雷击。

6、不要在旷野中打伞，或高举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锄头
等。

7、不要在水边停留，更不要在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
耍。

8、雷雨天气里，不要在路上飞快地奔跑。

9、避开一切容易导电的物体，如金属，潮湿的`动物和植物
等，也不要穿湿衣服。用塑料布顶在头上避雨时，应该避免
兜水。

10、不要在巨石下、悬崖下和山洞口躲避雷雨，电流从这些
地方通过时会产生电弧，把人击伤。如果山洞很深，可以尽
量躲在里面。

11、不要躲在旷野中孤立的小屋里。



12、离开高地，不要在孤立的大树下、高楼烟囱下、地势高
的山丘处停留。

13、如果处在野外无处躲避，雷电交加时要立即蹲下，双脚
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俯下，尽量缩小身体体积和接地面积。
手中如果有金属物品，比如金属杆的雨伞、铁器皿、铁锹等，
要迅速放到较远的地方。

14、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在爬的感觉，
头发竖起来，说明要发生雷击了，应该赶紧趴在地上，这样
可以减少雷击的危险，并去掉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
项链等。

15、在户外看见闪电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听见雷声，说明离发
生雷电的地方很近，这时应停止行走，两脚并拢并立即下蹲，
不要与别人拉在一起。

16、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就要提高警惕了，
因为在断了的高压线附近跨步很可能被电击到，这时千万不
要跑动，而应该双脚并拢，跳到安全地带。

防雷电班会教案篇八

1、打雷时，要关好门窗，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手机或
上网，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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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外躲避雷雨时，要注意不要躲在洞穴、大石、悬崖、
草棚和孤树等危险地方。

5、夏季要注意收听天气预报，有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
并提前做好应急防范措施。

冰雹灾害是由强对流天气系统引起的一种剧烈的气象灾害，
常常伴随着狂风、强降水、急剧降温等阵发性灾害天气过程。
冰雹灾害对农业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较大。

冰雹预警信号分二级，分别以橙色、红色表示。

冰雹橙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
雹灾。

冰雹红色预警信号：2小时内出现冰雹可能性极大，并可能造
成重雹灾。

冰雹应急防护措施：

1、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冰雹的应急和抢险工作。

2、有关部门要做好防雹准备，并伺机适时开展人工防雹消雹
作业。

3、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

4、将家禽、牲畜等驱赶到有顶蓬的.安全场所内。

5、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物品或者设备。

6、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