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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进一步了解校园安全隐患。 

2、巩固已知的安全知识，增强学生“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意

识。 

3、进行预防灾害，预防突发事情的教育。 

教学重点：巩固已知的安全知识，增强学生“珍爱生命，安全第

一”的意识。 

教学过程： 

一、检查假期作业 

通过学生口头汇报检查，多数同学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社会实

践任务，也有个别同学虽然作业完成了，但实际效果不理想。 

二、校园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请学生列举一些现象) 

1、学生集会、集体活动、课间活动的安全隐患。 

2、学生饮食、就餐的安全隐患。 

3、学生交通安全隐患。 

4、校园隐性伤害的隐患。 

三、学生集会、集体活动、课间活动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上下楼梯要注意什么? 

①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奔跑。 

②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扶好栏杆。 

③整队下楼时要与同学保持一定距离。 

④上下楼时不要将手放在兜里。 

⑤不要在楼道内弯腰拾东西、系鞋带。 

⑥上下楼靠右行等。 

2、集体活动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时间，遵守纪律，遵守秩

序，语言文明。 



3、课间活动应当注意什么? 

①室外空气新鲜，课间活动应当尽量在室外，但不要远离教室，

以免耽误下面的课程。 

②活动的强度要适当，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以保证继续上课时不

疲劳、精力集中、精神饱满。 

③活动的方式要简便易行，如做做操等。 

④活动要注意安全，切忌猛追猛打，要避免发生扭伤、碰伤等危

险。 

四、学生饮食、就餐的安全注意事项。 

①不吃过期、腐烂食品。 

②有毒的药物(如杀虫剂、鼠药等)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③禁止购买用竹签串起的食物(油反复使用，竹签容易伤人，食品

卫生得不到保证，油炸食品有致癌物质)。 

五、交通安全注意事项。 

1、行人靠右走，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红灯停，

绿灯行，遵守交通规则。 

2、乘坐公交车注意事项： 

①车停稳后，方能上下车，上下车时注意秩序，不要拥挤。 

②乘车时，要站稳扶牢，不要把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人多时，

应该注意看管好自身物品，谨防扒手。 

③注意公共场所礼仪，不要大声喧哗，保持环境卫生，主动为老

弱病残让座等。 

六、其他校园安全的注意事项： 

1、如何正确对待老师的批评，甚至误解? 

敢于自我反省，认真反思。如果真是老师误解，应该和老师好好

交流。切忌偏激，甚至做出什么过激的行动。 

2、你与同学发生矛盾怎么办? 

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要有安全意识。青少年时期容易冲动，容易感

情用事，因此，在同学间遇到矛盾时，一定要冷静，要理智，切忌用

拳头代替说理，给自己和同学带来不良的后果。 



3、如何加强教室安全? 

要注意教室的安全。上课离开本班教室一定要关好门窗，要将钱

和贵重物品带在身上，不能给小偷有可之机;不要把球带到教学楼，在

教室楼的走廓上踢，这种行为既违反了校规，又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

患，试想一想，若把玻璃窗踢碎，玻璃片飞入哪一位同学的眼中，那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4、当自己感到身体不适时，怎么办? 

及时告知班主任或任课教师，与家长取得联系。 

5、你不认识的人自称是你家人的朋友，要将你接走，你怎么办? 

先让班主任与家人取得联系再视情况而定。 

6、安全小常识 

临危逃生的基本原则：保持镇静，趋利避害;学会自救，保护自己;

想方设法，不断求救 ;记住电话，随时求救：“119” ----火警

“110” ----报警“120” ---急救“122” ----交通事故报警打电话时

要说清地点、相关情况、显著特征。 

七、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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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安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

到警钟长鸣!同时提高学习成绩，做一个合格毕业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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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会目的： 

通过本次活动，让学生了解交通、活动、意外事件中应必备的安

全知识，懂得安全的重要性，并把自己学到的安全知识传达给周围的

人们，做安全教育的小小宣传员。 

(二) 班会准备： 

(1) 磁带歌曲《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 

(2) 常见交通标志， 

(3) 学生活动前搜集的有关图片资料， 

(4) 节目表演。 

(三) 班会过程： 



(1) 队会仪式 

(2) 歌曲导入，出示队会主题 

主持人：她，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地对我说：“送我一

支歌好吗?”我愉快的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

着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一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个下午，那个阳

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她被城

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了。那一天，她刚满 13 岁》......(播放《天堂

里有没有车来车往》这首歌，并跟唱，营造氛围。歌曲完毕，出示本

次队会主题。) 

(3) 讨论交流 

主持人：这位爱唱歌的小姑娘，在上学途中出了车祸，13 岁的她

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像她那样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很

多。(多媒体展示学生所搜集的资料、图片) 

学生谈感受。 

主持人：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还知道哪些像发生在小姑娘身上那

样的故事? 

学生讨论介绍。 

(4) 认识交通标志 

主持人：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是路上车辆最多，交通最拥挤

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意外。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交通安全。

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交通方面的常识。 

a、(学生跑上台把事先准备好的交通标识的图片贴在黑板上)一位

同学扮演的小交警出场，表演交警手语，再对图片进行解说。 

b、相声表演：《交通法规人人遵守》。 

c、交通知识竞赛。(选出四个同学分成两组，由小交警主持)多媒

体展示抢答画面，由两组队员来判断哪些行为是注意了交通安全的，

而哪些行为是非常危险的?(答对题多者为胜) 

(5) 平日活动的安全 

主持人：我们在学校里或外出活动时，也要注意安全，否则，后

果就不堪设想。 



展示：多媒体漫画系列片伴随解说《自己酿成的苦果自己尝》。

(把学生平时生活中的一些不安全的行为、做法以漫画的方式表现出来) 

a、在人多的地方或马路上踢球， 

b、在楼道上追逐狂打， 

c、集体上、下楼时，不讲秩序，拥挤， 

d、用小石头互相投射，手持棍棒互相打逗，用铅笔刀等锐器挥动

打闹， 

e、没有做准备活动便下水游泳， 

f、拍照时，为追求镜头的惊险奇特而登高爬壁， 

g、看到路上有断了的电线，捡起就玩。 

主持人：同学们，我们可千万不能像刚才那些同学那样糊里糊涂

呀!不过，如果万一发生了安全事故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a (安全小卫士出场)安全小卫士：我来考考大家，你们知道哪些特

殊的电话号码嘛? 

它们有什么样的用处呢?(110、119 、120 、114......) 

b 多媒体展示这些电话号码及用处。 

c 表演小品《小同学得救了》。主要内容：放学回家的路上，同学

们正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地往家走，这时，一个小同学被飞跑过来的

大同学撞倒在地，后脑勺磕在水泥地上，顿时血流出来，形式十分严

重。周围的同学都围了过来，议论纷纷，有的说去告诉老师，有的说

告诉父母，有的说送她回家，还有的说直接送医院，这时，有过路的

人告诉他们应该赶快拨打 120 。救护车及时赶到，那位小朋友终于得

救了。 

(6)学会自我保护 

①主持人：我们不仅要注意交通安全，还必须对我们身边的人和

事保持一定的警惕。 

a 游戏：翻头像。出示很多头像，让学生辨别哪些是坏人，哪些

是好人。再把头像翻过来(头像背面有着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目的是让

学生明白，坏人没有一定的模样，坏人可能长得很漂亮甚至很慈祥，

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坏人可能是陌生人，也可能是认识的朋友。 



b 多媒体展示多种画面，学生根据画面指出画中主人公应该怎样

做。 

有人敲门，称其妈妈受了伤，让他来接他去医院。 

外出活动时，天黑路又偏僻，小明不知道如何是好。 

路遇抢劫的歹徒。 

去电脑游戏厅结识新朋友，炫耀自己家的财富。 

遇到雷雨天气，躲在大树下。 

(7)小主持人宣读早已准备好的一份“珍爱生命= 健康成长”的倡

议书，全班同学在倡议书上签名。 

(8)辅导员讲话。 

(9)呼号，退旗，活动结束。 

(10)活动延伸： 

a 请有关人员进行安全动员和教育。 

b 组织学生上街进行交通安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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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普及安全知识、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氛围。 

2.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防范各种安全事故的能力，

使学生懂得在校园中和交通方面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安全，并能做到时

时处处注意安全。 

活动时间：20xx 年 8 月 27 日 

活动地点：三年级(2)班教室 

活动准备：多媒体课件 

活动过程：开学安全教育主题班会一、谈话导入 

安全问题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可是尽管这样，还是

会有许多小朋友不注意安全。这一节课，我们来讨论一下在校园里如

何做好安全。 

二、小组讨论： 

1.集会、做操时，我们要注意什么? 

a 集会、做操时要做到快、静、齐。 



b.集会、做操时要由班主任带队按顺序入、退场。 

c.集会时要专心听，做操时动作要规范。 

(有的同学集会时动来动去，老是去碰别人。) 

2.上、下楼梯要怎样，不能在哪些地方玩?讨论、反馈。 

①上、下楼梯不拥挤。 

②不在楼梯、走廊上玩游戏。 

③无事不上楼。 

3.教室里电器设施(如：录音机、插头、日光灯、电扇、多媒体等)

不能随便触摸。(我们班有专人负责开关电灯，无一人随便触摸电器设

施。) 

4.学生不得爬窗台、栏杆 

5.上厕所时应该怎么样?(不抢先、不拥挤。) 

6.学校里哪些地方我们也不能随便乱爬? 

①不能随便爬到乒乓球台上玩。 

②不能爬围墙。 

③不能爬学校周围的建筑。 

三、师生齐做安全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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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学校里看见许多同学挤成一团，你应该怎么做?①赶紧

挤进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②招呼同学去看热闹。 

③情况危险，立刻报告老师。 

3.下课了，下面的哪些游戏容易造成意外伤害? 

①在操场上和同学一起跳绳、踢键子。 

②在校园攀爬树木比谁爬的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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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小刚经常欺负小明，还不许小明告诉别人。小明该怎样做?①向

父母、老师、同学寻求帮助。 

②找机会狠狠报复小刚。 

6.在学校不允许带哪些东西 

①橡皮②剪刀、火柴、弹簧刀③文具盒 

7.班内有个同学因生病在吃药，药片花花绿绿很好看，班上同学

可不可以随便吃?①可以②不可以 

四、拍手学儿歌 

小学生要记牢，安全事很重要. 

教室内不打闹，电线类你别靠. 

走廊里勿玩耍，不乱扔不吵闹. 

上下楼别拥挤，大让小要懂礼. 

集合时莫推挤，快静齐记心上. 

陌生人不要理，遇坏人报案去. 

有火灾一一九，有盗情一一零. 

安全歌人人记，都平安大家乐! 

五、总结 

我们经过学习，已经把安全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以前曾经去做过

不安全的事的同学，也意识到了安全的重要。老师相信，我们班的同

学都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长大。 

开学安全第一课主题班会 4 

教学目标： 

1、了解校园安全隐患。 

2、掌握安全知识，培养学生“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意识。 

3、进行预防灾害，预防突发事情的教育。 

教学重难点： 

掌握安全知识，培养学生“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意识。 

教学过程： 

导入：安全两个字，对于每个人都十分重要，在开学的时候，我



们来聊聊“安全”这个话题。 

一、校园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请学生列举一些现象） 

1、学生集会、集体活动、课间活动的安全隐患。 

预设：楼梯的转角、操场的单杠等器材 

2、学生饮食、就餐的安全隐患。 

预设：不小心洒了汤容易滑倒 

3、学生交通安全隐患。 

预设：马路拐弯处、小河、电瓶车乱开的街道 

4、校园隐性伤害的隐患。 

二、学生集会、集体活动、课间活动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上下楼梯要注意什么？ 

学生自由发言，教师总结 

①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奔跑。 

②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扶好栏杆。 

③整队下楼时要与同学保持一定距离。 

④上下楼时不要将手放在兜里。 

⑤不要在楼道内弯腰拾东西、系鞋带。 

⑥上下楼靠右行。 

2、集体活动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时间，遵守纪律，遵守秩

序，语言文明。 

比如：春游等大型活动，时刻注意安全 

3、课间活动应当注意什么？ 

同桌讨论，进行反馈 

①室外空气新鲜，课间活动应当尽量在室外，但不要远离教室，

以免耽误下面的课程。 

②活动的强度要适当，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以保证继续上课时不

疲劳、精力集中、精神饱满。 

③活动的方式要简便易行，如做做操等。 

④活动要注意安全，切忌猛追猛打，要避免发生扭伤、碰伤等危

险。 



 

不吃过期、腐烂食品，有毒的药物（如杀虫剂、鼠药等）要放在

安全的地方。 

禁止购买用竹签串起的'食物：油反复使用，竹签容易伤人，食品

卫生得不到保证，油炸食品有致癌物质。 

在禽流感的敏感时间，禁止吃鸡鸭等食品。 

四、交通安全注意事项。 

1、行人靠右走，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红灯停，

绿灯行，遵守交通规则。 

2、乘坐三轮车注意事项： 

不要随意坐无牌照的三轮车，这些三轮车安全隐患很大。 

3、乘坐电瓶车注意事项 

让学生自由讨论，交流发言 

五、其他校园安全的注意事项： 

1、如何加强教室安全？ 

要注意教室的安全。上课离开本班教室一定要关好门窗，要将钱

和贵重物品带在身上，不能给小偷有可之机；不要把球带到教学楼，

在教室楼的走廓上踢，这种行为既违反了校规，又存在着很大的安全

隐患，试想一想，若把玻璃窗踢碎，玻璃片飞入哪一位同学的眼中，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为什么不能提前到校？ 

校门没开，一些学生在校外发生矛盾，无人调解会造成不必要的

伤害。 

在校门外拥挤，会造成意外伤害。 

3、当自己感到身体不适时，怎么办？ 

及时告知班主任或任课教师，与家长取得联系。 

4、你不认识的人自称是你家人的朋友，要将你接走，你怎么办？ 

先让班主任与家人取得联系再视情况而定。 

5、安全小常识 

临危逃生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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