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安全学习自救主题班会

安全知识学习和自救技能训练是提高安全意识，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 通过学

习了解安全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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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增强安全意识

了解常见的安全隐患，提高对安全问题的敏感度。

掌握基本的自救技能，在突发事件中能够有效地保护自身安全。

提升应急能力

学习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执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熟练掌握应急预案演练流程，增强团队协作能力。



公共安全的重要性

公共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发展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并积极学习安全知识和技能，才

能有效降低安全风险，保障自身安全。

公共安全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

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公共安全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公共安全建设中，共同

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常见安全隐患分类

1 自然灾害

地震、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应加强防灾减灾意识，学习相关避险知识。

2 人为失误

操作不当、疏忽大意、违规操作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应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加强安全意识。

3 犯罪行为

盗窃、抢劫、诈骗等犯罪行为，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

失，应加强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4 其他

火灾、交通事故、食物中毒等，也可能导致安全隐患，应注

意日常安全防范，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突发事故预防措施

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是预防事故的关键。加

强安全教育和宣传，提高人们的

安全意识，并养成良好的安全习

惯。

隐患排查

定期排查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做好安全

检查和维护工作，确保安全设施

正常运行。

应急预案

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并定期演

练，确保发生事故时能够及时有

效地应对。

安全管理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明确责

任，加强监管，确保安全工作落

到实处。



自救技能1：预警信号识别

了解警报类型

熟悉各种警报信号的含义，例如火灾警报、地震警报、防空警报等。

识别警报来源

判断警报来自哪里，以便确定危险来源和应急措施。

关注周围环境

注意周围环境的变化，例如烟雾、异味、地面震动等。

快速做出判断

根据警报信号和周围环境，迅速判断是否需要采取行动。



自救技能2：逃生路线规划

1

熟悉环境

了解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如楼梯、安全出口等。

2

制定路线

规划多个逃生路线，并标记逃生路线上的关键标识。

3

保持冷静

紧急情况下，保持冷静，按照规划的路线迅速撤离。

4

练习演练

定期进行逃生演练，熟悉逃生路线，提高自救技能。

逃生路线规划是自救的重要技能，可以提高在紧急情况下的生存率。建议在平时就熟悉周围的环境，制定逃生路线，并进行练习。



自救技能3：应急避难

在突发灾害发生时，应急避难是保护自身安全的关键。正确选择避难场所和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风险，提高生存机会。

1

识别安全区域

远离危险区域，选择稳固建筑物或开阔地带。

2

了解避难路线

熟悉疏散路线，选择安全通道，避免拥挤。

3

保持冷静

保持镇定，听从指挥，有序撤离。

4

妥善保管物品

携带必要物品，如水、食物、手机、急救包等。



自救技能4：伤害急救

1 判断伤势

先评估伤者状况，确认安全，不要随意移动伤者，避免二次伤害。

2 止血

根据不同伤口采取相应止血措施，如压迫止血、止血带止血等。

3 包扎

使用无菌纱布包扎伤口，防止感染，保持伤口清洁干燥。

4 固定

对于骨折或脱臼的伤者，需要固定伤肢，减轻痛苦，避免进一步损伤。

5 紧急送医

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将伤者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自救技能5：心理疏导

保持冷静

面对突发事件时，保持冷静是关键。冷静思考，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

积极沟通

与他人沟通交流，可以获得帮助，也可以缓解自身压力。要积极向他人寻求帮助，并主动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寻求专业帮助

如果心理压力过大，无法自行缓解，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专业人士可以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帮助你恢

复心理平衡。



遇险时的特点与常见错误

慌张失措

遇险时，很多人会感到恐慌，

失去理智，做出错误的判断。

盲目行动

没有冷静思考，盲目采取行动

，反而会加剧危险。

放弃求生

遇到困难，轻易放弃求生，最

终可能导致悲剧。

自救意识淡薄

缺乏自救意识，不了解自救技

能，错失逃生机会。



应急预案的重要性

避免混乱

预案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提

供清晰的指导，避免慌乱无措

，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和

行动。

提高效率

预案能够有效地协调各方资源

，提升救助效率，最大限度地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降低风险

预案能够识别潜在风险，制定

应对措施，有效降低突发事件

的发生率和危害程度。

增强信心

预案的存在能够增强人们对安

全问题的重视，提升应对突发

事件的信心和能力。



应急预案的制定原则

针对性

应急预案要针对特定的风险和事

件，明确目标、范围和措施，制

定相应的预案。

科学性

预案制定要基于科学的分析和评

估，采用合理的流程和方法，确

保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可操作性

预案要简洁明了，易于理解和执

行，并配备必要的资源和人员，

确保能够迅速有效地实施。

灵活性

预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以

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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