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 儿 伤 害 事 故 的
防范与处理

                                              

　　　

　　



一、幼儿伤害事故的类型暨原因

二、幼儿伤害事故的防范

三、幼儿伤害事故的处理 

主要内容



       幼儿伤害事故，是指入园幼儿在幼儿园期间

和幼儿离园集体活动而处于幼儿园管理范围内，

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它主要是幼儿在幼儿园

内发生的人身伤害，也包括幼儿园组织的外出活

动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从伤害对幼儿所造成的影

响来说，既有对幼儿身体生理层面的伤害，同时

还包括对幼儿心理层面所造成的伤害。较为常见

的主要有——

    

    

一、幼儿伤害事故的类型暨原因



      1．幼儿自身伤害---幼儿身心处于未成熟阶段，
容易发生意外事故。

    第一，学前儿童对危险情境的认识不足，常常
导致意外的发生。
    第二，学前儿童由于神经系统和运动系统发育
不完善。
    第三，生活经验的缺乏使学前儿童对特定情境
中的潜在危机预见不足。
    第四，学前儿童的生理机能低下时容易发生意
外。

      



        3至6岁儿童身心处于明显的未成熟阶段，幼儿
身体各部分的器官比较娇嫩，神经系统比较脆弱，运
动水平比较低，动作的协调性差，所以走路摔倒、弄
伤自己是常有的事。而且幼儿的大脑对身体动作的变
化不能灵活作出相应的反应，比如在奔跑过程中遇到
其他幼儿迎面而来却不知躲闪。由于缺乏生活经验，
幼儿对自己行为将会产生的后果无法预见，如有的幼
儿在滑梯上推小朋友，有的幼儿不顾跷跷板那一端的
小朋友自己突然走开等等，都是幼儿不知自己的行为
可能出现什么后果的表现。此外，幼儿好奇心强，对
周围事物感兴趣，他们东跑西窜，样样都想触摸、试
探一下，但由于幼儿动作不稳，又缺少生活经验，他
们不知道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危险，因此很容易发生
意外事故。 



2．幼儿园管理不当事故——制度不严，管理不善。
 

       第一，在管理层面上，幼儿园安全制度建设不
完善，存在制度缺乏或者是制度执行缺乏有效机制
的形同虚设的现象；

      第二，安全责任意识不明确，管理层面上缺乏
有效地安全分工，每个人相应的安全监管职责不清
晰，存在着人员漏洞；

      第三，幼儿园的硬件设施设备老化，缺乏有效
地监督、监管、检查机制，硬件设施的更新跟不上
幼儿的实际需求；

      第四，教师的安全观念和敏锐的观察力较为缺
乏，保护幼儿的法律意识淡薄；教师没有按照规程
操作。

    



3．幼儿园设施设备不完善事故——设施设备存在安
全隐患 。

     （1）房屋、场地、家具、玩具、用具以及器
材使用不安全，未定期检修；

     （2）玩具、用具、学具、粥、开水、汤桶等
未放置在安全地方；

     （3）电源插座低于1.7米以上；
     （4）器械安置摆放不合理。如有的幼儿园的
室外大型玩具是铁制的，幼儿在活动时稍有不慎
就可能撞伤。有的幼儿园将跷晓板安置在水泥地
上，孩子不慎摔下造成伤害。有的幼儿园幼儿的
用具用品放置不当，孩子需登上凳椅才能拿取，
在上下凳椅时不慎摔伤。有的幼儿园建筑不合规
范，台阶过高或栏杆过低，极易发生幼儿伤害事
件。 



4.保教保育活动组织失职。

    这种行为，主要是幼儿园或者有些
教师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所进行的
保教保育活动。如上课时间把幼儿赶出
教室、保教保育活动未遵循幼儿身心发
展的规律，不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等。



附1.《幼儿园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　幼儿园应当贯彻保育与教育相
结合的原则，创设与幼儿的教育和发展相适应
的和谐环境，引导幼儿个性的健康发展。

      幼儿园应当保障幼儿的身体健康，培
养幼儿的良好生活、卫生习惯；促进幼
儿的智力发展；培养幼儿热爱祖国的情
感以及良好的品德行为。  

      第十七条　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幼儿。



附2.《幼儿园工作规程》

      第二十一条 幼儿园教育工作的原则是体、
智、德、美诸方面的教育应互相渗透，有机结
合。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符合幼儿的年
龄特点，注重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引导幼儿
个性健康发展。



5．教师过错责任事故——教师缺乏幼儿安全保
护意识，责任心不强。

      因教师工作责任心不强缺乏幼儿安全保护
意识造成的幼儿伤害较多。如某教师午饭后领
着小朋友到园内散步，一名孩子擅自离开队伍
活动，不慎从大型玩具上摔下；某班两名幼儿
午餐后户外活动趁教师不注意，爬上滑梯不慎
摔伤；幼儿在户外活动，教师聚在一起闲聊、
看手机幼儿因无人保护而发生伤害，等等。 



6．体罚致害事故——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  

      教师体罚、变相体罚幼儿的现象时有发生。
常见的有用熨斗烫、做金鸡独立、下跪、双手
抱头蹲下、喝粉笔水、闻臭鞋、嘴上贴胶布、
连抽耳光等等。某幼儿午睡时尿床，带班教师
打其屁股；某幼儿不愿意睡午觉，教师拿缝衣
针吓唬；某幼儿不守纪律、好动，教师罚其站
在教室外思过，这名幼儿自行去滑滑梯，不慎
碰伤，因幼童午睡时间不老实，幼师竟然用笔
尖扎儿童的脚底板进行惩罚，有一个叫毛毛的
孩子，爱动爱说，爱跟同伴打闹，老师为此很
头痛。为了教育他，老师让其站在小椅子上，
把两只胳膊举起来，站了四十分钟。  



7．意外伤害 ---幼儿体质特殊或者疾病突发 。

      有些事故是由于幼儿的体质特殊或者疾病
突发引起的。如幼儿先天性心脏病复发就属于
此类。这样的伤害是意外事件，是幼儿园不可
预见的。 



二、幼儿伤害事故的预防

(一) 健全各项工作制度 

       1.严格执行有关卫生保健制度，切实做好幼儿生理和
心理卫生保健工作。幼儿园应该建立幼儿健康检查制度和幼
儿健康卡或档案，并对幼儿身体发展状况定期进行分析、评
价。教师要将幼儿的身体特征记录归档，及时向家长反映幼
儿的异常变化。幼儿园应建立卫生消毒、病患儿隔离制度，
认真做好计划免疫和疾病防治工作。 

       2. 幼儿园应实行房屋、设备、消防、交通等安全防护
和检查制度，实行食品管理制度和幼儿接送制度。防止发生
失火、触电、摔伤、烫伤、走失、中毒、吞食异物或将异物
放入眼、耳、鼻、口内等各种意外事故。应加强对教师和幼
儿的安全教育。 

       3.幼儿园应重视晨间检查工作。晨检对于发现问题、
排除不安全隐患有着积极意义。 



（二）创设安全的生活环境 

      1.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防护制度，严禁在园内设置威
胁幼儿安全的危险建筑物和设施，严禁使用有毒、有害材
料制作教具、玩具。幼儿园的园舍和设施有可能发生危险
时，幼儿园或个人应当采取措施，排除险情，防止事故发
生。幼儿园应配备适合幼儿的桌椅、玩具架、盥洗卫生用
具等。 

       2.幼儿园的电源开关或者插座应该装在离地面较高处，
使幼儿不易碰到。房门最好向外开，关门装置不宜使用弹
簧。窗户的高度要符合要求。栏杆设置、楼梯的台阶高度、
幼儿活动场所的布置、幼儿活动器械的配置等都要符合有
关规定，确保安全。幼儿园的厨房应该卫生整洁，尽可能
设备完善，生、熟食必须分开。

       3.对幼儿园的建筑、设施、设备、器材、用品等要定
期检查、维修。 



　4.确立高度的责任感 

      门卫一定要坚守岗位，幼儿在园期间关闭大门，
绝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做好来客登记工作，密切注
意幼儿的出入。幼儿的接送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孩子
最好由专人接送，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换人，家
长应事先通知教师。食堂要绝对保证食品卫生，及时
处理过期的、不洁的食物，餐具要及时消毒，食堂环
境要保持整洁，聘用食堂工作人员要符合有关要求。
幼儿园组织幼儿外出活动需要用车，应该到有关单位
租车，不能超载。有的幼儿园向家长单位或者有关系
的单位借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幼儿园因为是无偿
用车，碍于情面，处理起来很麻烦。如果是租车，幼
儿园与出租单位构成合同关系，出租单位有将乘客安
全地送达目的地的义务，如果由于出租单位的过错发
生事故，由出租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



        5.教师在工作中要特别细心，进出教室随
手关门。不要将桌子、椅子放在靠窗口的地方，
以防幼儿爬窗跌下。往墙上贴宣传画不要用图钉。
幼儿午休时要加强巡视，注意幼儿踢被或者蒙被
睡。尖头剪刀、小刀、缝衣针、纽扣、豆子等不
能让幼儿玩（特别是小班的幼儿），以防刺伤、
误吞或进入呼吸道。教师不得无故离开班级，如
果有急事需要离开，应该请别的教师代管。在活
动中，教师要注意保护幼儿，而且要随时清点人
数。平时要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培养孩子的自
我保护能力。 



　（三）落实教师管理制度，防范教学风险。  

   1.平等对待幼儿,不得歧视或有其他缺点的幼儿；

   2.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

   3.语言要文明,不得侮辱幼儿；

   4.发现幼儿生病等情况时要及时汇报联系家长并
采取救助措施；

   5.室外活动要认真组织、科学指导、现场管理；

　 6.组织校外活动前要进行安全教育，活动中要认
真组织、科学指导、现场管理；

   7.负责幼儿饮食、饮用水的老师要采取有效措施，
保证食品、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8.要积极教育幼儿及时矫正不良行为；

9.应该就幼儿的不良行为与其家长积极沟通，共
同商量、制定教育措施；

10.幼儿午休时间，带班领导或者保健员定期巡视；

11.不得在家长会上点名批评幼儿的缺点。



（四）实施家长联系制度，封堵保教风险漏洞

    下列事项，应该及时通知幼儿家长

   1.幼儿有异常表现

   2.幼儿生病

   3.幼儿被体检有疾病

   4.幼儿有不良行为

   5.幼儿受到伤害

   6.幼儿安全受到他人威胁

   7.幼儿有伤害他人的明显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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