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国家安全教育日思想报告 国家安
全教育日学习心得体会(通用7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国家安全教育日思想报告篇一

既要重视外部安全，又要重视内部安全；既要重视国土安全，
又要重视国民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
全；既要重视发展问题，又要重视安全问题；既要重视自身
安全，又要重视共同安全，这是习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
安全观”。每一位公民，都应熟悉和把握这一“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深刻内涵，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国家安全法”，
自觉成为国家安全法的模范遵守者和持久守望者。

2000多年前，古人左丘明就警醒世人:“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敢以此规。”面对“国家安全法”这样一部事关
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法律，每一个公民都应知法、学法、
懂法、守法。去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
全法”规定，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教
育培训体系，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我们不仅要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这一天参与、体会、感受
国家安全这一高大上的主题，更要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
家庭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防
灾减灾安全等等紧密结合起来，使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成为每一天的记忆与实践。

国家安全教育日学习心得体会二



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淄博市淄川二中
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远程方式开展了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开展主题班会。结合安全教育平台，各班开展“总体国家安
全观，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坚强保障”网络主题班会。各班班主任组织学生学习了
“何为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及相关罪名”“如
何维护国家安全”“谁来保卫国家安全”等国家安全相关法
律知识内容，在班会中同学们静心聆听，用连麦的方式畅谈
自己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以及国家安全与个人的关系，以历史
和生活中的实际事例说明国家安全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每
个人都应该为国家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举行丰富多彩的专题活动。开展了征文、手抄报、书法、知
识竞赛等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学生用画笔、文字
宣传国家安全知识，书写个人感悟，每名学生都认识到国家
安全的重要性，认识到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学生纷纷表示要
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通过活动的开展，不仅增强了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法意识，
培养了关心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更使学生了解到触犯国
家安全条例的危害，提高了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增强了全民国家安全责任。

国家安全教育日思想报告篇二

国家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惟独国家安全了，
我们才干更好的生活。国防是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我们此
刻的主要任务是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增强国防观念。有了丰
富的知识，我们才干够制造出世界上一流的武器装备，更好
的保护国家不受侵害更好的维护世界和平。

通过国家安全教育课，我联想到此次的疫情，因为有了无私



奉献的逆行者们，才将疫情的危害降低，维护了国家安全。
相信他们选择所处职业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报效祖国的一
天，但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所学去捍卫
国家的安全。所以，作为国家的一份子，我们能做的就是逐
渐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没有国家安全，哪有人民的幸福安康?国家安全实际上就是最
大的民生福祉。对仅知道“皮毛”的民众来说，加强国家安
全意识教育，不能仅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这一天，而是应
该天天都要绷紧“国家安全”这根弦，以防患于未然。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过去一讲国家安全，就是指边境疆土，
此刻看，还要环绕国家利益这一更高层次来熟悉国家安全。
当今世界，国家安全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过去传
统意义上的国防和国家安全观念，已不能完全满足科学技术
含量急剧增加的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因此，顺应时代变革更
新国家安全观念成为时代所需。

国家安全教育日思想报告篇三

我知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
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句话，是保尔发自内心的
感想。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在一系列交通事故中丢失了生命。
因而，遵守交通法规已经被人类广泛关注，让更多人了解、
学习、遵守并运用交通法规已是刻不容缓。生活中交通安全
与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就像我们的朋友。日日夜夜
都守在我们的身边，教育我们，劝戒我们。生命是宝贵的，
人的一生就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爱惜生命。注意交通安
全也是爱惜生命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冲红灯、酒后开车、
开摩托车不戴头盔、开汽车不系好安全带、开车打电话、疲
劳驾驶……这都是小问题;但是许多交通事故都是由这些小问
题而发生的。

其实这些交通意外可以避免的。我好象听到有人反驳了“不



一定，出不出交通意外是由天决定的”;又有人反驳了“那可
不是，出不出交通意外是由你自己当天的运气来看”;还有人
在反驳“你们说的都不对，出不出交通意外是看你平时过节
有没有拜神”……其实这些想法都不对的，你们认真想一想
当你自己发生交通意外，是别人冲红灯你会怪别人吗，我绝
对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怪别人的。

所以说，上帝是吝啬的，也是公平的，他只给每一个人拥有
一次生命，让我们都明白生命只有一次要好好关爱，还让我
们明白了关爱生命的重要点就是要首先关注安全。

我忠心希望大家爱护自己的生命和注意安全!

同上一堂国家安全教育课学习心得篇8

国家安全教育日思想报告篇四

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国家安危
系于每一位公民，作为大学生的我们维护国家安全更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青年大学生应积极主动了解国家安
全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公
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权利，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
法律责任等，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增强维
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义务感和荣誉感。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泰”方能“民安”，国家安
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
庭息息相关、近在咫尺，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人人都不是局
外人、旁观者，而是人人有责，更需人人尽责。对我们学生
而言，维护国家安全就是要深入了解和掌握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自觉做国家安全的模范遵守者和坚
决捍卫者，既确保自己一切言行都在遵纪守法、利国利民的



轨道上运行，也对一切破坏和损害国家安全的现象和行为给
予旗帜鲜明的反对。人人投身其中，就必能筑起国家安全牢
不可破的铜墙铁壁。

国家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组成，国家安全更是要千千万万个
家庭为之努力，身为新时代的青年，国家安全意识必须时刻
警记于心，更是要我们新时代青年从我做起，汇集千万维护
国家安全的一份力量，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

作为一名时代新青年，我们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
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
障。始终坚信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养成“居安
思危，防患未然”的政治思维意识，争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
有用的高素质人才。

国家安全教育日思想报告篇五

安全，是一个永恒的教育话题，也是一个对人类来说十分重
要的话题。有的人可以平安度过一生，而有的人生命中却遍
布荆棘，处处充斥着天灾人祸。今天是安全教育日，为了加
强我们的安全意识，学校组织我们看了安全教育影片。

影片看得我心惊肉跳，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失在车轮之下，
一只只青春的歌谣泯灭在尖锐的汽笛声中。这样的一幕幕，
都是因为缺少安全教育，抱有"车会让人"的错误想法而酿成
的悲剧，不可挽回的悲剧。我们不仅扼腕痛惜。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公路交通呈现出行驶高速化、车流密集化和
驾驶员非职业化的趋势。汽车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尽的痛苦。现在，交通事故乃是这种事故中的"头
号杀手"，每年交通事故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一年一次"汶川大
地震"，而它对社会的伤害程度却比的证高得多。中国每年交
通事故约50万起，因交通事故死亡的超过10万人，高居世界
第一！影片中司机的无证驾驶、酒驾，疲劳驾驶，学生骑着



自行车在马路上打闹，一群小朋友横穿马路。一个个镜头都
让人心惊。作为中学生，我们还拥有大把的光阴，美好的岁
月，我们正处在最灿烂的年华，若是因为一时放纵而失去了
生命，就追悔莫及了。

除了交通事故，火灾也令我记忆颇深。在火灾来临时，若是
没有掌握科学有效的自救方法，很可能将生命白白葬送在火
海之中。其实，在火灾时被浓烟中有毒气体呛死的人远远高
于被火烧死的人。因此，在火灾逃生时应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俯下身贴近地面匍匐前进，因为近地面处浓烟较少，还能够
呼吸到残余的氧气。看来火灾也并不是不可逃避的，只要掌
握科学的自救方法，就不至于落入死神的手中。

影片还介绍了一些洪水、泥石流、地震、雷暴等自然灾害的
逃生方法，让我感受颇深。生死决定于那一瞬间的选择。人
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应该珍惜生命，掌握自救知识，树立
安全意识，让生命的乐章悠扬，让青春的梦想飞翔！

国家安全教育日思想报告篇六

“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4月15日，是国家安全教
育日，更准确的说法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由20_年7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规定的，今年的4月15日也
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而通过这次组织学习国家安全教育的活动中，校长和领导在
台上讲话，强调了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安全，人
人有责”的全民安全教育主题，学校还组织全校教师认真学
习了《国家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的重
要内容，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规定，
国家加强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和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通过学习，我们在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的同时，借着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契机，给孩子们一次深刻的安全知识普及
的大好机会，为我们讲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提高我们国家
安全意识。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我们不仅仅要在
这一天学习国家安全知识，而应该融入现实的每一天里，好
好保护我们的祖国！

国家安全教育日思想报告篇七

安全关系着我们的生命，同样也关系着我们的幸福，这个世
界上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安全隐患了。例如：学校里面，在楼
梯道上不要追跑打闹。在下雨天，走廊上有非常多的积水，
容易滑倒。而且不要带一些小刀子进入学校，更不要带打火
机。在走廊上休息时，不要将上半身探出栏杆，更不要攀爬
栏杆。不要从走廊向楼下扔任何东西。不要在教室内跑、追
逐打闹和做游戏。

而在校外的安全隐患也一样，例如：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
注意。不要随意地跟陌生人走。不要吃一些没有经过安全检
测的零食。不要进网吧这些的游乐场所。

除了这些校外和校内的安全以外还有家里的安全，例如：不
要触摸电线，这样很容易被电到。有时爸爸妈妈煮饭忘了关
火，一定要及时提醒他们，还有，千万不要碰那些炉子，这
样很容易被烫伤。不要玩滚烫的白开水，以免皮肤烫伤。

预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做起，从大家做起!

4.15国家安全教育学习心得体会2

国之古语：人命大于天!虽简单几个字，却道出了各行各业不
可忽视的安全问题。阅古览今：从大的方面来说，国之盛状是



“国泰民安”，人民是“安居乐业”;从小的方面来说，家人
外出，也是“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可见安
全是人之根本，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在培养祖国栋梁的校
园，“安全”更似警钟长鸣，不能有丝毫松懈之处。作为教
师，只有抓好安全教育工作，才能让学生安心学习，茁壮成
长。自参加工作十年来，我对安全教育有如下几点小小的体
会。

一、校园的安全教育与质量必须双管齐下。

正如“安居乐业”一词中的“安居”与“乐业”是相辅相成
的一样，若不“乐业”，能“安居”吗?同理，一个学校，学
生以“学习”为主，学习是学生的“业”;教师以“教学”为
主，教学是教师的“业”。抓好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良好的
学习习惯，激发学生对各种知识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觉地、
自主地学习。让学生养成爱看书，爱查阅资料，爱追踪讨论、
探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但须注意，中国是历经长久的科举
考试，以及前期的应试教育，令许多人走入了“死读书，读
死书”的胡同中。教师在抓教学质量时也会走入一天到晚都
是作业的魔鬼似训练，虽然让教室里的孩子们变乖了，不到
处惹事了，但低视力的、低能力的学生却是一大片。这是教
育中的糟粕现象，我们应该抛弃。古人常提“棋、琴、诗、
画”，“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文韬武略”等，以及新
中国成立后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无不
说明了教育的多方面发展。因此，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师在各
科教学方面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激发兴趣。学生只有爱学
习——乐业，才会杜绝在校打架斗殴，无所事事的不良现象。
才会让校园真正平安。

二、必须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

我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习惯成自然。”良好的行
为习惯铸就人的性格，显示人的魅力，体现人的修养。良好
的行为习惯让人受益终身。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孩子们良



好习惯的养成关系着祖国未来的社会风气。因此，作为教育
工作者的我们，在培养学生行为习惯方面应该赏罚分明，公
平公正地对待，才能让孩子们“知荣辱，辨是非”，只有爱
憎分明，才能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普法教育迫在眉睫。

面对是非观念弱，荣辱感不强的小学生，特别是高年级的孩
子，身体的成长让他们对许多事产生好奇感。在农村，由于
一些家长的乱开玩笑的语句，更让孩子们带进了校园，不加
辨别地说和做。给其他同学带来伤害。我觉得，学校应该定
期开展法制教育，让孩子们明白“肖像权”、“名誉权”等，
加强法律意识，安定校园环境。

四、亟待整顿的家长教育。

目前，在很多的家庭中，一是独苗苗成了公婆的手上明珠，
父母的心中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溺爱现象随处可见，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更谈不上严格。二是父母天天沉溺于麻将
馆，地主桌，对孩子的教育放任自流。孩子放学要么守在喧
闹的麻将桌旁，两眼发困不能回家，还挨赌输了的父母的气;
要么钻进网吧，也昏天黑地玩游戏，看图像;要么独守“空”
房，饱一顿，饥一顿;要么三五成群，从这个山坡，浪荡到那
个街角，打架斗殴没话说。三是留守儿童，公婆管其生活，
却不能引导心灵的成长。孩子对公婆的逆反心重，不听公婆
絮絮叨叨念陈旧的教育。特别是放任自流性的家长，学生在
学校闹事，教师请家长，家长“忙”，总请不来;教师家访，
家中大门紧闭。学校与家庭这一教育环节严重脱钩，加大学
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难度。故，家长理应接受“培养孩
子”的教育。

五、师德是教师的灵魂。

“润物细无声”是教师教育学生的写照。我们常记“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没有身正何谓范?一位教师，哪怕学富五车，
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修养)，是不会得到学生的尊重，何谈
敬仰?作为教师，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修养)，潜移默化中，
学生也会养成不良的行为习惯，还会引以为荣，减弱学生的
正义感。

面对学生，教师要“肚里能撑船”。宽容学生，公平公正对
待每位学生。当我们的孺子犯错时，我们应该弄清事情的原
委，给他讲清楚“错在什么地方”，并指明“他应该怎样
做”的方向。只有学生认识到错误，才会心服口服地改正错
误。切不可以教师自身对学生的好恶来评价学生，一旦学生
与教师处于对立面，教育只有失败，更谈不上安全教育了。

校园的安全教育与教师、学生、家长、校园、家庭、社会都
息息相关。不可忽视安全教育，更应该从各个方面加强安全
教育，才能真正建立“平安、和谐”的校园。

4.15国家安全教育学习心得体会3

通过本周的安全教育学习，我更加深刻的感受到“安全”的
重要性。

企业成于安全，败于事故。任何一起事故对企业都是一种不
可挽回的损失，对家庭、个人更是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安
全意识应始终牢牢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让大家知道若责任
心不到位就会酿成事故，正确认识到安全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上下关联、人人互保、环
环相扣的链，是一张错综复杂、紧密相连的网。回顾石化企
业发生的重大事故，一次次映入我脑海的不外乎是以下内容：
某人安全意识淡漠，严重违反《安全生产法》;某某安全责任
心不强，麻痹大意习惯性违章;某某单位安全管理不严，尤其
是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力等等。这些惨痛的案例，无不折射
出我们的安全教育的缺失，表现出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尚存
很大的缺陷，我们安全管理的体系还是那么的脆弱!



“安全就是效益”，这种观点应根植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
的心中。首先武装好自己，熟知熟会各项操作规程安全制度，
认真学习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其次养成良好的安全操作习惯，
杜绝习惯性违章，敢于同身边的甚至是上级的不安全行为较
真儿;第三是勤于检查，及时发现整改事故隐患。一线岗位安
全隐患和死角多，习惯性违章较普遍，如果只在形式上讲安
全，应付检查，那么即使是投入再大，付出再多，安全环境
也不能得到本质改善，安全管理水平永远不能得到本质提升!
如果每位员工在每日的工作中相互监督、相互提醒、相互检
查，查找漏洞和薄弱环节，防止不安全的因素存在，杜绝事
故隐患，从小事做起，就能筑起安全大堤。无危则安，无损
则全。安全就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生命得到保证，
身体免于伤害，财产免于损失。

让人人都来重视安全，时刻关注安全，将“安全生产”铭记
心中，不折不扣地遵操作规程之章，守安全生产之法!让人人
都清楚地认识到违章就是走向事故，就是伤害自己、伤害他
人，甚至走向死亡。不要抱有任何饶幸心理，因为，或许一
次小小的不经意的违章，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或损失，就会
变成违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
们的安全生产工作必能做得更好，我们的企业就能长盛不衰，
我们个人就能在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中幸福生活。

4.15国家安全教育学习心得体会4

在星期一的校会课上，我认识到了生命的宝贵;金色童年只有
一次，青春的火花也只蹦跳一次，步入老年，就很难再去干
一翻事业了，所以，上天赐予我们的时光很短暂，我们何不
珍惜这短暂的时光呢?所以我们首先要以安全为首，只有在健
康的基础上更好地学习、工作。

在看《安全教育》这部教育片时，我看见了有多少泥沙被卷
进了洪水，一同倾泻而下，那么多人，由于没有良好的掌握
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与亲人长辞，妻离子散;我看见当海啸



来临时，有多少人在大风大浪中呼救，有多少人已被淹没，
又有多少人在四处寻找亲人的.踪影，如果他们知道海啸来临
前的预兆，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无辜丧命了。再看地震、
火灾光顾之际，多少人选择跳楼、飞速奔跑等错误的方式，
这些举动，都有可能危及生命!如果他们都有自我保护意识，
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凄惨的场景。

通过这部影片，我了解到了遇到火灾如何逃生、陷入沼泽如
何脱险、发生地震该如何去做，同学们，难道你们还想听一
位母亲抱着在灾难中死去的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吗?难道你
们还想看到失去亲人的人，需要被人搀扶着走路吗?如果你们
都不想看到这样的场景，就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同时也带动周边的人，珍惜自己的生命，共同创建
美好家园!

4.15国家安全教育学习心得体会5

安全教育是幼儿园教育永恒的话题，幼儿园是幼儿集体生活
的的场所，无论教师怎样注意，也难以完全避免安全事故的
发生。在平日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对幼儿的安全教育往往停
留在表面，或让幼儿被动的接受“你不能怎样，你不该怎
样”，成人如此反复的强调只会让孩子的逆反心理更加突出，
针对我班的实际情况，本期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动，
如：谈话活动“我身边的危险””等。让幼儿主动获取一定
的安全知识和求助方法，树立了安全意识。

同时，安全教育作为幼儿园长期的教育内容，仅仅这几个活
动是不够的，他需要与日常生活有机的结合和渗透，例如：
利用听故事，让幼儿知道回家要等父母来接，决不跟陌生人
走，也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开门、关门时先要看看手是否放
在门框上;吃饭时不嬉笑打闹、不玩筷子;上下楼梯时，扶栏
杆有序地走。这些与日常生活有机的渗透，不仅可以避免一
些意外伤害与不幸的发生，而且可以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
为幼儿安全行为能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知道，每一年有太多可爱的小生命遭到意外伤害事故。
而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如何处理好教育活动与幼儿
人身安全的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需要一个支点也需要
一个平衡点，我们也常常困惑于此。今天当我们的教育倡导
着教育活动生活化、情景化时，我们力求把孩子带到真实的
世界中，让他们真实地去感知世界、体验生活，这就意味着
要放开成人的庇护，让他们自由的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保障幼儿的安全和为了使孩子自主地
成长，活动中不可缺少一定的冒险性”结合起来呢?例如游戏，
它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幼儿园主要的教学形式。但由
于他们的身心发展水平较低，行为缺乏理智，易受情绪的影
响，在游戏活动中特别是户外活动中，很可能造成意外的事
故。所以，教师在活动前或活动中对幼儿有效的规则约束和
必要的安全指导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仅仅为了安全，完全
避免幼儿参与集体活动或一味的降低游戏的难度，也是不利
于幼儿成长的。

作为幼儿教师，任何一个人，在孩子的安全问题上同样有心
理压力，如果孩子们在幼儿园平安地度过一天，我们也会感
到松了一口气。主题活动也好，生活中有机渗透也好，目的
只有一个，让孩子们树立安全意识，保证幼儿的安全和健康，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幼儿的安全和健康，也关系到每个家庭的
幸福和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