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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间，许多人都参加过一些经典主题的主题班会吧?主题班会

除了要有好的主题之外，还必须注意形式的多样和生动。你知道什么

样的主题班会才是好的主题班会吗?那么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一下

国家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我们一起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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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会目的： 

通过这次班会，教育学生时刻注意安全，珍爱生命。 

班会流程： 

(一)宣布班会开始： 

“生命”，是一个多么鲜活的词语;“安全”，是一个多么古老的

话题;然而，面对生活、学习中可能存在的隐患和潜在的意外，你是否

做好准备加以防范? 

重视安全，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珍爱生命，更是我们每个人的

责任。 

泽楷：我们歌颂生命，因为生命是宝贵的，它属于我们每个人只

有一次。我们热爱生命，因为生命是美好的，它令我们的人生焕发出

灼灼光彩。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上一节主题班会课，让我们发挥自己的力量，

发挥我们集体的力量，努力的去思考，认真的去总结，体会“安全”，

“生命”对我们每个同学是多么的重要。 

(二)哲学家与老者的故事 

记得有一个故事。几个学者和一个老者一起搭船出海。途中学者

们问老者：“你懂得哲学吗?”老者摇了摇头。学者们纷纷叹息：“那

你已经失去了一半的生命。”这时一个巨浪打来，小船被掀翻了，所

有人都掉入了水中。学者们大声呼救。老者问：“你们会不会游泳啊?”

学者们拼命摇头。老者叹口气说：“那你们就失去了全部的生命。” 

这虽然只是一个故事，但蕴含的道理却耐人寻味。生命是可贵的，

我们应该时刻注意安全，珍惜自己的生命。 



(三)生活安全常识问答 

同学们平时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学校里，受到老师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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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生活安全常识问答”。学校对一些我们日常

学习生活安全可能遇到的安全隐患都标注了相应的安全警示标识，不

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留意。 

(交通安全) 

我们学校位于公路旁，存在着交通隐患。现在我想问问同学们，

我们平时在马路上行走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预防雷击) 

相信同学们对一个月前的雷雨天气都很有印象吧? 

那么雷雨天气时，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防火) 

学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防火是学校安全的重要问题，学生宿舍

是学校重点。请问大家，万一宿舍发生了火灾，我们可以使用哪些逃

生的方法? 

(台风) 

除了以上的台风信号，还有哪一些?悬挂红色或黑色台风信号时，

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海啸) 

海啸发生时有哪些特征?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地震)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六)学生回应。 

目的：学生在经过本次班会后，自由发表自己学到的知识。 

流程：由学生提前准备，以现场发言的形式，同时表决心：对自

己负责，对父母负责。 

下面我们想请各位同学发表一下自己从中学到的内容及心得体

会。> 



(七)班主任(总结发言) 

(八)全班合唱：班会主歌曲“生命的力量” 

学完这节班会课后，相信同学们能慢慢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重视

安全知识，从每个同学做起。 

钧哲：重视安全，珍爱生命。同学们，让我们为了自己的健康成

长，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泽楷：安全，我们应该时刻牢记，让安全的警钟在我们内心时常

地敲响。人的生命也是脆弱的，生命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会留下永远

的伤痕;健全身体一旦失去，将永远无法挽回。 

庄燕：因此，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在生活中

注意安全，使自己平安健康地成长。让我们每一个人永远平安、快乐!

让我们时刻牢记： 

安全在我心中，生命在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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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会目的： 

通过开展以“珍爱生命，安全第一”为主题的安全知识教育班会，

增强班内学生的安全意识，能懂会用一些基本常用到的校内外的安全

知识，达到积极预防危险的发生并提高学生基本自我保护的能力。 

二、活动准备： 

收集适合学生特点的一些安全知识。 

三、活动过程： 

1、师生问好并组织活动纪律，让班内学生明确本节班会的主题，

让学生在生活中懂得珍惜爱护自己宝贵的生命，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接下来师引领学生回忆巩固了解过的一些关于安全知识，师问生

答。 

2、师领生做选择题 

(1)关于楼梯安全，下面哪些行为是错误的? 

①上下楼梯时，靠右侧行走。 

②下课的时候和同学坐在楼梯台阶上打闹。 

③玩上下楼梯游戏。 



(2)打扫教室卫生时，下面哪些行为可能很危险? 

①身子探出窗外擦玻璃。 

②用抹布擦桌凳。 

(3)遇到交通事故应该拨打的电话是： 

①122 

②114 

③119 

教师总结：通过这次主题班会，使同学们掌握了一些安全防护知

识，上下楼梯请不要拥挤，文明谦让，靠右行走!遇到陌生人，我们不

能随便跟他走，遇坏人要拨打 110，遇火灾拨打 119 电话，药片不能

随便服等等安全知识，由于在座的同学积极表现，使这次主题班会开

得很有意义，很成功，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让安全系着你、我、他;愿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充满

阳光和鲜花;愿平安永远着伴随我们大家!谢谢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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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认识校园欺凌的危害性，自觉抵制校园欺凌现象; 

2、能够正确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冲突; 

3、掌握与校园欺凌做斗争的方法 

活动过程： 

一、观看《关注校园欺凌现象》视频，引入新课。 

二、思考： 

1、什么是校园欺凌?你遭遇过校园欺凌吗?学生结合观看的视频以

及生活实际回答。 

校园欺凌是发生在校园中的一些学生奉信暴力决定一切，以多欺

少，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等现象，校园欺凌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2、讨论：校园欺凌有什么危害? 

学生回答并归纳：校园欺凌首先给受害者的身体带来伤害;其次是

更为严重的心理上的伤害，使受害者产生不安全感，产生恐惧和焦虑。 

3、想一想：面对校园暴力我们有哪些对策? 



校园暴力常见情形： 

1、是索要钱物，不给就拳脚相加; 

2、是以大欺小，以众欺寡; 

3、是为了一点小事，大打出手; 

4、是同学之间因“义气”之争; 

5、是不堪长期受辱，以暴制暴。 

(这一环节，教师首先归纳有关校园暴力常见的情形，然后，让学

生讨论后为事件里的主人翁出主意，教主人公几招预防暴力的办法。

对于学生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可参考：) 

①、不能“怕”字当头。在遇到勒索、敲诈和殴打时不害怕，要

敢于抗争。因为这些拦截的不良少年大多和受害者同龄，他们所实行

的第一次拦截往往都是一种试探。如果此时在心理上就被对方所压倒，

任其欺压，那么这样的第一次妥协其实就纵容、鼓励了拦截者，就会

带来了更不良的后果。因而，有效防范校园暴力的第一要诀就是“不

怕”。但是要注意避免激发对方暴力升级，导致眼前吃亏。 

②、要及时报告。我们也要认识到勒索、敲诈经常是同暴力紧密

联系的，我们提倡在“不怕”的前提下与之抗争，但不意味着逞一时

之勇，反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因此，在遇到勒索、敲诈后要及时向

学校、家长报告。第一次遇到拦截后的表现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对方

的目的是否得逞，如果一味害怕而忍气吞声，或是不想宣扬，相反的

会在无形中助长了对方的气焰，使得对方以为你软弱可欺，往往会导

致新的勒索、敲诈和殴打事件的发生。 

③、要搞好人际关系，强化自我保护意识。这也是防范校园暴力

的一条途径。一个有广泛、良好人际关系的学生，就不容易成为勒索、

敲诈和殴打的对象。 

④、要慎重择友。要对学生的交友进行教育，鼓励多交品德好的

朋友，多交“益友”，不交“损友”，对已经受到暴力侵害的朋友要

多安慰，但不宜鼓动或煽动其找人来报复，以免引起更大的争端。三、

三、课堂小结 

校园本应是我们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地方，但频频出现的校园



暴力却打了校园应有的宁静。校园暴力是人际冲突的一个极端，对我

们来说是双重伤害，同时也体现出人际交往的问题。我们青少年共同

生活在一起，就应当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互相包容，仇恨的种子长

不出和平的芽，暴力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这节课后，同学们要进一

步向家长、老师请教如果校园暴力侵害我的时候，我还能怎样做?完善

自我保护的手段，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希望同学们尽量不看有暴力

画面的影视剧，不读有暴力情节的书刊，不玩有暴力色彩的游戏，不

做有暴力倾向的人，让我们熄灭暴力的火焰，做个健康阳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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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重在安全意识的培养，如何让安全教育深入学生心中，

我们开展了这次主题班会，旨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更多的安全常识、

自护知识，树立自护意识，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一、活动目的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更多的安全常识、自护知识，树

立自护意识。 

2、活动中学生通过自己参与、自主体验、自我感受，从而养成良

好的品德，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二、活动内容： 

1、交通安全 

2、校园活动安全 

3、消防安全 

活动过程：每三个小组选择一个主题，对常见的不良习惯一一指

出，并说明正确的做法。小组总结。 

三、总结如下： 

一、交通安全 

(一)不良的交通习惯 

不走人行横道，不靠路右边走。随意横穿马路。不注意道路和车

辆信号，不服从交通管理。不在车行道、桥梁、隧道上追逐、玩耍、

打闹。穿越、攀登、跨越道路隔离栏。 

(二)中学生骑自行车的问题 



未满 12 岁的儿童独自骑车。在人行道、机动车道骑车，逆行骑车。

骑车横冲直闯、争道强行，与机动车抢道。转弯不减速，不打手势。

骑车双手离把。追逐打闹，三五并行。手攀机动车行驶，紧跟机动车

行驶。 

(三)中学生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缺乏交通安全意识。缺乏交通安全知识。缺乏交通安全责任感。

存在麻痹思想。存在侥幸心理。 

(四)正常的行路常识 

走人行道，靠路右边走。横过车行道，要走斑马线，或走天桥。

要注意各种信号灯的指示(红绿灯、人行横道信号灯)上下汽车要避让过

往车辆。不在马路上逗留、玩耍、打闹。 

(五)正常的骑自行车常识 

不要骑有故障的车。不在人行道上骑车，非机动车靠右行驶。横

穿马路最好推车行驶。转弯时减速慢行，观察并打手势。不要双手离

把，不并肩行驶。骑车不打闹，追逐。 

二、校园活动安全 

1.体育活动安全。体育老师要讲清体育活动安全。活动课老师不

得离开。学生不做不安全的活动。在无人保护下不做危险活动。 

2.学校集会与集体活动安全。可能发生的伤害：中暑、挤伤、跌

伤、骨折、窒息、烧伤、脑震荡、死亡。上下楼梯不要拥护、靠 

3.校内劳动安全。严禁学生擦楼房外窗玻璃。做清洁时、防止滑

倒跌伤、玻璃划伤、钉子刺伤。严禁学生用湿布擦电器旋扭开关。 

三、消防安全 

(一)中学生的消防知识 

发生火灾的原因：用火不慎发生火灾。蜡烛照明、蚊烟香、用电

器、液化气灶等。用电不慎发生火灾。电线老化、乱拉乱接、铜线当

保险丝、电热毯、电炉故障等。用油不慎发生火灾。油加热温度过高、

容器滴漏等。燃放烟花爆竹、吸烟乱扔烟头、玩火等。 

(二)火灾的预防： 

家庭防火：安全使用炉火。安全使用液化器。安全用电。少年儿



童不要玩火。燃放烟火爆竹要注意场所。学校防火：严禁学生携带打

火机、火柴、烟花爆竹入校。严禁学生乱烧废物。实验用的易燃物品

要妥善使用。经常检查电器。设置消防器材，不破坏消防器材。宿舍

的安全防火。公共场所防火学生要做到：不携带烟花爆竹到公共场所。

不准玩与火有关的游戏。不准学生在山林野炊或烧荒。 

(三)灭火基本知识 

隔离法：将着火物移开，不与其他物品接触。窒息法：隔离空气

接触火，用干粉灭火器、砂、湿棉被等物灭火。冷却法：用水、灭火

器将火冷却。报警：火警电话 119。报警要报清失火地点街道名称。 

(四)火灾自救与逃生 

井然有序撤离火场，不要大声喊叫，以防吸入烟雾窒息。弄清楼

层通道，不要盲目乱跑、不要盲目开门。冲出楼房，要用湿毛巾捂住

口鼻，低势跑行。楼梯火小，就冲出去，火大就用绳子、被单等从窗

口、凉台上滑下。身上着火，要脱掉衣服，或在地上打滚压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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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的孩子们天天快乐，

日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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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一)情感态度培养 

1、通过本课学习，让学生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2、培养学生不买“三无”食品，不购买不合格食品的意识。 

3、懂得到正规的购物场所购买食品，不购买小摊食品。 

(二)行为技能训练 

1、学会看食品包装，掌握从食品包装上判断食品是否合格的方法。 

2、学会计算食品保质期。 

3、认识食品安全标志。 

(三)知识经验积累 

1、了解食品标签应该列明的事项。 



2、知道食品安全标志的含义。 

3、知道小摊小贩上的食品是不卫生的食品。 

二、教学重点 

教会学生辨别“三无”食品和学会看食品标签。 

三、教学难点 

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不购买小摊食品。 

四、教学方法 

自学学习法讲授法讨论法实践演练法 

五、教学准备 

准备一些食品或食品包装。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题 

教师调查：家里有买到假冒伪劣食品的同学请举手。(根据学生举

手的情况看样子还不少)吃了假冒伪劣食品会危害人的健康。怎样才能

买到合格安全的食品呢?(板书课题)引出新课内容。 

(二)读“平安故事”受启发 

学生自由阅读“平安故事”，讨论：爸爸为什么会买假冒伪劣的

食品?(路边的食品不安全，没看包装) 

(三)学习“平安指南” 

采取“个人自学——互相交流——点拨引导——总结”的方式学

习。 

1、学生自读“平安指南”了解食品问题很严重及食品安全的重要

性。 

2、学习购买食物的相关知识。 

3、学生自学交流：怎样购买安全食品?(学生自主发言) 

4、教师引导强调小摊的食品不要买，重点讲解怎样从包装上区别

“三无”食品、认识安全标志及如何根据出产日期加上保质期计算食

品的失效期。 

5、小结教师：购买食物的相关知识： 

一是要到正规购物场所购买食品，并特别强调小摊小贩上的食品



不能买; 

二是介绍如何查看食品包装上信息，看是否有 qs 标志，是否过期，

内容是否标示齐全、规范等; 

三是要索要购物票证。 

(四)熟记“平安歌谣”，当堂背诵 

1、学生齐读歌谣。 

2、男生和女生来进行一场对抗赛，看看谁能先背会这首歌谣? 

七、演练设计 

1、教师准备一些食品，创设情境，学生帮妈妈购买一些家里需要

的食品。(或者课后让学生到超市帮家里购买一些需要的安全食品) 

2、对话练习：你看到了谁买路边小摊食品?你该怎样劝说他?在对

话的基础上评议：他这样劝说有效果吗?还可以怎样劝说? 

3、学生看图记住各种食品标示，并明白期中的含义。 

八、课堂小结 

购买食物的相关的知识(略)。 

九、拓展延伸 

自读了解“伪劣食品的防范”和“巧选绿色食品”。 

国家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6 

一、活动目的 

通过本次主题班会，学习安全知识，掌握一些安全常识，增强学

生安全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二、课前准备 

1、让同学们收集有关交通事故的信息及相关的交通知识。 

2、选好及训练班会主持。 

三、活动过程 

(一)引入 

我们是 21 世纪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是肩负

重任、跨世纪的新苗。可是，我们却经常听到一些无端横祸向我们学

生飞来的噩耗;看到一些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发生，

请听有关的新闻报道. 



主持读有关交通事故的新闻以引入主题。 

1、主持 A 读新闻。 

2、主持 B：大家听了这则新闻有什么感想呢? 

3、同学们议论，各抒己见。 

4、主持小结： 

A：生命在你手中，交通安全不容忽视。 

B：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交通规则，并要养成自觉遵守交通

规则的好习惯。 

(二)讨论：为什么把每年三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一作为我们中小学生

的安全教育日? 

班主任小结：对我们中小学生的安全作出一个特别规定，一方面

体现党在国家对我们少年儿童成长的关心，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中小学

的实际情况所决定所需要的。 

(三)《交通安全知识》(抢答)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答：(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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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黄灯亮时还可以过马路吗? 

(6)、出示各种交通标志，请同学们说出交通标志的名称及其意义。 

2、骑自行车要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答：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 

3、你知道人们有哪些不良的交通习惯? 

(1)不走人行横道，不靠路右边走。 

(2)不走人行横道、天桥，随意横穿马路。 

(3)不注意道路和车辆信号，不服从交通管理。 

(4)在车行道、桥梁、隧道上追逐、玩耍、打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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