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通用10
篇)

教学延伸是在教学过程中扩展学生学习的内容和能力的相关
教育活动。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大班教案范文，供教师
参考和借鉴。

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篇一

对学生进行用电、防火、防盗、特别是红绿灯的安全等教育，
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使学生学会一些自救的'方法，让学生
在遇到危险时能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自己。

：《安全教育读本》

1、学生说说家里有哪些电器？（引起学生兴趣，因他们较熟
识。）

2、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及时教育：

现代家庭，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庭中的电器也越来越
多，给我们学习、生活带来了好多方便及乐趣。但是，如果
我们没有掌握一定的用电知识，不注意用电安全，就会很危
险。所以，我们不要出于好奇，自行拆卸、维修电器，不要
私自拉或乱接电线和随意拆装电器。使用和操作电器要注意
不能湿水，一旦电器出现故障，应立即截断电源。

1、提出问题讨论：如果你发生火灾或看到邻居有火灾怎么做？
（学生各自发表意见，说做法，对正确的肯定。）

2、根据讨论，结合《安全教育读本》向学生补充一些防火知
识。



首先：自己不能玩火。其次：发现火灾要想办法自救。再次：
要知道报火警电话：119。还要注意有电的要及时切断电源，
同时要听从救火组织统一安排。

结合现实生活中因游泳、玩水等引发的溺水事故，结合我们
这些地方的天气和地域情况，要求学生不能私自到河滩、水
库等危险地方游泳，即使是在游泳池也必须有大人陪同和严
守规则。同时，发现有溺水事件发生要及时报告大人，不能
自行下河、水库等救人，因为你们还不具有救人的能力。

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篇二

1、通过对火灾事件的了解，提高学生的.防火意识。

2、了解各种消防器材，牢记灭火方法。

3、学背儿童火歌。

（1）火灾事故介绍

方法：用幻灯片展示各种火灾现场图片，学生看后谈谈自己
的感受。

老师总结：“生命如此美好而脆弱，所以要珍惜生命，提高
防火意识”。

（2）了解消防器材，牢记灭火方法。

方法：用幻灯片介绍各种灭火器材，牢记各种灭火方法。

组织师生进行模拟灭火表演（制作道具，学生扮演火魔和灭
火英雄）。

（3）学会背诵《儿火歌》



儿童火歌

笑吧，孩子们，让我们来唱拍手歌。

你开一枪，我也开一枪。拍完南北，拍东西。

你拍两个，我拍两个，我们做宣传搭档。

你拿三个，我拿三个，不要在禁火的地方抽烟。

如果你射四个，我就射四个。如果用火不当，就会出事。

你拿五个，我拿五个，烟囱坏了。赶紧修。

如果你射六个，我就射六个。刮风的时候很难救火。

你射七，我射七，不要玩火。

你可以射八个，我也射八个。你不能只拉电线。

你拍九，我拍九，火警号码是119。

你拍十个，我拍十个，大家都要落实防火。

我开枪打你，你开枪打我，大家都来防火。

低年级背诵儿歌。

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篇三

1、知道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

2、通过对火灾事件的了解，知道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提高
学生的防火意识，明确防火自救的重要性。



3、掌握一些消防安全常识及识别消防安全的竟是标示。

1、火警电话号码“119”要记清

2、听到对方报“消防队”时，即可讲清着火的地点和单位。

3、要注意消防队的提问，并主动告诉自己所用电话的号码，
自己的姓名，以便联系。

4、当消防队讲“消防车去了”时 ，就可将电话挂断。

课件出示消防标志

1、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交流防止火灾的注意事项。

2、观看课件加深印象,指导小学生应该如何防止火灾的发生。

1、抢答题。

（1）生活中的哪些因素会引起火灾？

（2）一旦发生火灾，要迅速拨打什么电话号码？

（3）扑救时是先救人还是救物？先断电还是先救火？

（4）电话报警时要注意报清、报全哪些信息？

（5）列举几种逃生方法。如：关门求生、从窗户逃生、安全
出口逃生等。

2、判断题。

（1）禁止学生携带烟花、爆竹、砸炮、火柴等易燃易爆物品。

（2）有一天，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到某山林去野炊。



（3）报警时报警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可以不说明。

（4）发生火灾时，不要盲目开窗开门，用湿毛巾、衣服等衣
物包住头脑，尤其是口鼻部。

（5）家用电器起火，应马上关掉电源开关，千万不要往电器
上泼水。

同学们，今天这节安全教育课别开生面，很有教育意义。通
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学生自由发言）

请同学们制作防火手册或编一份防火宣传手抄报。
如：“火”的可怕，“火”的预防，灭“火”的方法，逃生
常识及发生火灾时如何拨打求助电话。

1、宣传学习并贯彻我国“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
的基本方针，基本法规。

2、了解消防安全常识，火灾扑救常识，重视安全，珍惜生命。

3、学会正确使用液化气，煤气，电器，掌握灭火方法，自救
与逃生的方法，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消防安全常识，扑救常识，灭火方法。

掌握灭火方法。

1、师生搜集一些“消防安全事故”实例。

2、四瓶液化气（小瓶），四个煤气灶（小）。

3、4台小灭火器。

自主参与实践、合作探究式。



（一）导入新课。

（1）教师讲述两个“火灾案例”以引起学生注意。

案例一

3年2月23日，河南省新野县某小学四年级七名学生中午放学
后，到学校附近的个体电气焊修理部门前玩耍。其中1人出于
好奇，用火柴点燃自制电石桶（乙炔发生器）的细钢管口，
引起爆炸。当场炸死2人，重伤1人，轻伤2人。

案例二

5年4月5日上午，山西省某煤矿第二小学四年级共195名学生，
在10名老师带领下，到七、八里外的山上春游，发生因学生
野炊引发大火，当场烧死学生29名，重伤1名，轻伤3名的恶
性事故。

（2）学生分组讨论（四人小组）“消防安全事故”实例，把
所见所闻讲述给同组同学听，以增强火灾预防意识，安全意
识。

（二）分组讨论“消防安全”应注意的事项，火灾扑救的方
法，及逃生方法。

（1）校园防火应注意什么？

（2）如何使用液化气、煤气？

（3）如何使用电器？

（4）外出野炊应注意什么？

（5）发生火灾时应如何报警？



（6）火灾扑救有哪些方法？

（7）人身着火时如何自救？

（8）楼房着火如何逃生？

（9）山林着火如何逃生？

（三）小组代表分题发言。

（四）学习“消防安全常识”教材全文，学习“火灾扑救常
识”全文。

（1）自学“消防安全常识”教材全文。

（2）男女生分组朗读“火灾扑救常识”教材全文。

（五）板书设计：

（一） 消防安全常识（略）

（二） 火灾扑救常识

（一）火灾报警（二）灭火方法 （三）自救与逃生

（1）向周围群众报警 （1）隔离法 （1）人身着火时自救

（2）向公安消防队报警 （2）冷却法 （2）楼房火灾时逃生

（119） （3）窒息法 （3）山林着火时逃生（4）抑制法

（六）实践活动：

1、分4人小组，让学生实例操作怎样安全使用液化气、煤气
灶。



2、分4人小组，“用灭火器”演示如何“灭火”，让学生实
例操作如何使用“灭火器”。

同学们：火灾无情！

请注意防火！

请注意安全！

请珍惜人生！

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篇四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认识一些交通标志。

2、了解这些交通标志的作用，遵守交通规则。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平平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一天，他在爸爸的陪同
下来到学校，爸爸教了一首儿歌给平平。

2、一齐背儿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警示要看清;过马路，
左右看，交通规则记心中。”

二、教授新课

1、交通信号灯

(1)同学们，过马路的时候你们注意过交通信号灯吗



(2)谁说说交通信号灯是什么样貌的

(3)你们明白这三种不一样颜色的信号灯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吗

(4)教师给大家讲解三种颜色信号灯表示的不一样意思:红灯
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通行，黄灯表示警告。

(5)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应当怎样根据各种颜色的信号灯安全
的过马路呢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这个问题，互相补充，
然后各组选出代表汇报。

2、认识交通安全标志

(1)出示几种交通安全标志让学生辨认。(直行、向左转弯、
向右转弯、人行横道、步行)

(2)人行横道是专门为行人设置的安全通道，行人走路要走人
行横道。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靠路边行走，必须要注意
前后左右的车辆，否则容易发生意外。

(3)机动车车道是道路中间的车道，供汽车等机动车行
驶。(出示图，边讲边让学生辨认)

(4)非机动车车道是两边的车道，供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行
驶。(出示图，边讲边让学生辨认)

三、扩展练习

1、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这几种交通安全标志，你还明白哪些
交通安全标志

2、画一画你明白的交通安全标志，让大家猜。



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篇五

教学目的：

增加同学的冬季安全防范意识，保障自己健康成长，营造安
全、文明、和谐的校内环境。

教学过程：

随着冬季的到来，天气寒冷，安全事故隐患随之增多。这一
节课我们进行一次冬季安全教育主题班队会，让大家对怎样
留意冬季安全佑个了解。

二|交通安全

1、行走时怎样留意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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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章，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儿
童不准骑自行车上街。

3、不乘坐“三无”车辆。

1、防滑:由于长时间强降雪，地面积雪较厚，在经过踩压后
就形成了一层光面，在气温稍高冰面开头溶化时,尽量削减外



出频率，避开发生不必要的意外。如确需外出，要穿防滑鞋
或在脚上绑根旧布条,手上不宜拿伞、棍等瘦长物品。

2、防冻：外出时穿戴好保暖衣帽。耳、鼻、手不宜长时间暴
露在外。

3、防病：活动出汗后立即到室内用干毛巾擦干汗水脱掉已湿
衣服，换上干爽衣服，条件允许时可先洗个热水澡。每天保
持室内通风半小时防止感冒病毒滋生。

4、做到“四不”承诺，即不私自下水或滑冰;不擅自与同学
结伴滑冰或打捞水中物品;不在无家长带领的状况下到秦渠边
游玩;不到危急地域、沟渠滑冰游玩。

冬季气候干燥，是火灾多发的季节，怎么杨预防火灾的发生?
我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1)任何同学不准携带火柴火机等火种进学校。

(2)不得带x等进校内，在校外，走亲访友时也要当心，远离
这些

危急物品。

(3)要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报警时要向消防部门讲清着火的
地点，还要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怎么样。

(4)、一旦身受火灾的威逼，千万不要慌张，要冷静，想方法
离开火场。

(5)、逃命时，尽量实行爱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
湿衣物包裹身体。

(6)、严禁在森里等地玩火。



(7)、人离开住处时，要将充电器、电脑等电源切。

(8)、做饭时，人补能离开，以免干锅引起火灾，出门时要关
掉燃气阀。

1、煤气中毒的季节和缘由

(1)每年的冬天,人们烤火或用热水器洗澡的时稍不留意,就会
发生煤气中毒的现象。

(2)由于天气的问题，关闭全部窗户，导致空气不流通引发煤
气中毒。

(3)由于用户的忽视，导致煤气瓶的阀门没有关闭，从而引发
煤气中毒。

2、煤气中毒的过程

3、煤气的症状

一氧化碳气体能与人体红血球中血红蛋白结合，使血红蛋白
丢失携带氧气的力量而是人发生中毒。中毒前期消失的症状
是：头昏头痛，眼花心慌，恶心呕吐，紧接着上述症状加剧，
眩晕昏睡，脉搏细快而弱，血压下降。最终经常由于严峻缺
氧而窒息死亡。

4.急救的方法

假如发觉煤气中毒的患者，首先应当马上打开门窗，将患者
移到空气新奇通风透气的地方,紧接着通知医院派车和医生前
来抢救。

六、防人身侵害教育。(防暴力)冬季白天时间短，要按时回
家，不与生疏人接触;不携带、使用管制x，乐观举报携带、使



用管制x的行为;不做简单造成人身损害的事情，不做有危急
的嬉戏。

节假日不要到人群密集拥挤的地方去。

呼救，告知后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4.若被推倒，要设法靠
近墙壁。面对墙壁，身体蜷成球状，双手在颈后紧扣，以爱
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1、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湿、擦、搓、捧、干”，人人饭前便后不忘做，病菌不入
口。

2、路边饮食、零食拒入口，疾病远离我。

3、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不吃隔餐食品、牛奶。

4、购买眼睛、鳞片光明有光泽、肉质有弹性、无腥臭味的
鱼;呈粉红色具弹性的肉;绝不买头、脚部以及尾扇部变黑、
头部快脱落的虾。

5、防交叉污染：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贮放;烹调时，
生、熟食分开处理，保持餐具与食器清洁。

6、禽畜类食物先除去内脏、清洗，并依每餐份量个别包装存
放冰箱;蔬菜去污、除烂叶，不以一般报纸(可用白报纸)包裹
置冰箱内，防油墨食入体内有碍健康。教育同学养成良好的
食品卫生习惯。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不购买“三无食品”。就
是没有商标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有
厂址的食品不能买。天气酷热，微生物繁殖快速，食品简单x
变质，一旦不留意易发生食品中毒，故烹调及保存食物时应



特殊留意卫生，尤其是厨房环境设施卫生、个人卫生及食品
原材料调理都要留意。

2、除了服药预防外，食疗也是便利可行的选择。一根白萝卜、
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
就能够达到增加呼吸道防护力量的作用。

发生身体不适怎么办?

1、马上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2、饮水。马上喝下大量干净水，稀释x。

3、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能将胃里的食物吐出。

4、用塑料袋留好呕吐物或粪便，送医院检查，以便于诊断。

5、消失脱水症状(如皮肤起皱、心率加快等)，应尽快将中毒
病人送往四周医院救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些什么?你决心以后怎样做?

盼望同学们时时保持糊涂的头脑，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并
且相互提示，乐观向我们的同学、家长宣扬安全学问。自己
健康成长、家人幸福欢乐，安全是前提。

最终，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欢乐!

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篇六

1、提高安全意识，愿意自觉去学习防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
在学习中增强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防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知道每一个学生（包括



公民）都要提高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防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
生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生命安全高于天，父母给你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每个人都
要珍惜生命，注意安全。

1、游泳中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组织学生观看安全教育专题片中学生游泳的画面或简讲身边
的溺水死亡实例。（夏季，根据前三年的平均计算，我国每
天溺水死亡40人，大部分都是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学生讨论：在游泳时要注意那些问题？

学生分组讨论以后，教师进行总结。

游泳要严格遵守“四不”：未经家长、老师同意不去；没有
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深水的地方不去；水库、池塘不
去。

2、在网上搜集学生发生溺水而导致死亡的事故，然后组织学
生共同分析发生溺水事故的原因，教师做总结。

溺水原因只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劳
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摸底和不知水情或比
较危险且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良好的游
泳场所，对场所的环境（如该水库、浴场是否卫生，水下是
否平坦，有无暗礁、暗流、杂草，水域的深浅等情况）要了
解清楚。

2、必须要组织并在家长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



以便互相照顾。如果集体组织外出游泳，下水前后要清点人
数，并指定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3、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平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
参加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
应先在浅水处淋洗，待适应水温后在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
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呛水时假牙落入食道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贸然
跳水和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
流和漩涡处游泳。

5、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
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6、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步抽筋，千万不要惊慌，可用力蹬
腿或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按摩，拉扯抽筋部位，同时呼叫同
伴救助。

1、大声呼救。向附近的成人大声呼喊，尽量引起大人注意，
请大人开展营救。

2、简明扼要的向施救人员讲清落水人数、地点，便于开展营
救工作。

3、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
至岸边。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不能贸然下水营救，应立
即大声呼救。

1、学生讨论：交通安全应该注意什么？

2、教师小结；

3、教师重点强调：学校与镇政府交叉口的“太阳能红绿灯”



怎样识别？（画图，重点强调中间箭头方向：红灯停，绿灯
行。）

1、同学们小结；

通过学习教育，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

同学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希望
同学们通过这堂安全教育课，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
防溺水和交通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1、通过学习使学生知道什么是道路交通，理解遵守道路交通
意义和重要性，明确每个人都要牢固的树立安全意识；明白
一个人的安全每天都是从零开始的。

2、通过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能以实际行动遵守交通规则，做安
全的小使者。

教师语：同学们你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马路；都有要经过
“十字”路口和“三叉”路口，当你行进是都是否留心和注
意过往的车辆；是否用心观察地形呢？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
在日常生中应注意什么。

（一）学生途经情况分析。

我们班共有36名同学家住高溪组13人，离学校大约3千米，路
经二个“十字”路口、三个“三叉”路口，两个急转弯和两
次上下坡，地形比较复杂，而且路面只有4。5米宽水泥硬化
的乡村公路，这条公路从大里峰至大青长约21千米是条林业
路，每天运木头的车辆、圣农车、班车、拖拉机、摩托车等
流量大约500多架次；家住屯上组9人？？。因此，同学们每
天如掉以轻心、存在侥幸心理的话，随时都会发生交通故事



的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二）在路上要注意的问题。

1、道路行驶要靠右行，都要配戴小黄帽，不能随心所欲忽左
忽右，

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篇七

一、预防触电应注意事项

1、要买合格的电器，不管是大件还是日常小电器，都要看是
否有产品合格证，防止用假冒伪劣产品。

2、不要用湿手去接触电源开关。

3、室内电灯或其它电器损坏要及时找人修补或更换小学主题
班会教案--防触电 防雷安全教育小学主题班会教案--防触电
防雷安全教育。

4、不能随便触摸已经接通了电源的电线和破损处。

5、不要在宿舍乱接乱搭电线和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将带电
插座放置在床铺上

6、禁止在潮湿的地板上修电器，发现有“霹雳”的火花声时，
立即关闭电源，预防触电。

二、触电的急救原则

2、对呼吸和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和心
脏胸外挤压，直至呼吸和心跳恢复为止。

3、在就地抢救的同时，尽快呼叫医务人员或打“120”求援



小学主题班会教案--防触电 防雷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防雷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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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篇八

遵照上级有关指示精神，为确保学生在校人身安全和健康成
长，保障学生切身利益，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与
学生及学生家长特签订如下协议，并共同遵守。

1、行人须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右边行走。

2、不准在公路上追逐、嬉戏、猛跑，更不准到水坑边玩耍。

3、不准乘坐无牌、无照、无证的车辆。

4、不准乘坐超员超速违章驾驶的车辆。

5、横过马路时先看清是否有来车，不准在车辆临近时，横穿
硬闯。

6、家长每次送孩子上下车，要及时关注送子车的'安全运行
情况，如发现送子车有违章违规问题，应及时向公安交管部
门举报。

7、不要在出租车临近时突然招手，不要在路口、机动道路、
人行横道线上招呼出租车。

8、认真学习《交通安全守则》，提高安全意识。



学生如违反以上条款造成后果者，责任自负。

1、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和宣传。

2、班级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对不良交通行为及时教育。

3、加强落实住校学生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并落实责任措施。

4、做好与家长的联系工作。

5、完善各种交通安全制度和措施。

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篇九

教学内容：进行暑假安全教育。重点是出行和交通安全、防
溺水防中暑安全、防雷电与用电安全、防疾病与饮食安全、
远离黄赌毒与网络安全等。

教学目标：通过学习与暑假相关的安全知识，牢记安全要点
与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
念，使同学们过一个平安、祥和、健康、安全的暑假。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提问法、练习法。

教学用具：多媒体教学(配合课件)

教学时数：一课时(45分钟)

教学过程：【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案】

小学生安全教育活动教案篇十

为了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和老师应该及早教给他们一些
必要的安全常识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注意培养孩子的



自我保护能力及良好的应急心态。一年级小学生开学第一课
的安全教育教案，一起来看看。

1、 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

2、 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人身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等。

3、 进行预防灾害，防肺结核的教育。

1、 芦南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是因为安全意识不强。

2、 班级举例

学校发生的事故及后果。

3、 国家、政府狠抓安全教育工作。

4、 目前学校抓的几项工作。

1、 学生讨论。

2、 集体归纳。

(1) 人身安全，在校园内或公路上不追逐打闹，不爬围墙，
不爬树，不接近有电等危险地点，劳动时，注意安全，不与
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特别是吸毒者，课外不玩火，不
玩火。

(2) 交通安全，在公路上不追逐打闹，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交叉路口要注意行人车辆，骑自行车宁慢勿快，上、下坡要
下车，通过公路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3) 财产安全，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钱财，如有遗失或遇偷
盗、敲诈等应向老师及时反映或报警。



(4) 饮食安全，不饮生水，不吃不卫生的食品，不吃有病的
鸡肉、猪肉等，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吃霉变或过期食品。

新学期开学以来，为提高四年级一班全体学生的安全意识和
自护自救能力，预防和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我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认真上好新学期第一堂安全课：在开学第一天对学
生进行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内容紧扣学生实际，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教育：

一是教育学生时刻注意交通安全，平时外出严格遵守交通规
则，不乘坐无安全保障的黑车、病车等。

二是教育学生谨防发生在身边的伤害事故，用血淋淋的事例
教育学生平时严格遵守《守则》《规范》，远离学生伤害事
故。

三是教育学生做好个人卫生，严防水痘、腮腺炎等春季传染
病的发生，若有发烧症状的及时自觉就医等。

同时，给学生上的安全第一课，坚持安全第一，落实安全措
施的原则，着重进行防水、防电、防火、防毒、防骗、防病
等知识的宣传及交通法规、卫生知识、安全常规等知识教育，
切实提高了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的能力，为全学期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