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 防溺水安
全教育教案(优秀10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知识目标：学习防溺水的有关安全知识与掌握溺水急救措施。

情感目标：懂得生命的来之不易，感悟生命的可贵。

教学重点：根据以上教学目标，我把“学习防溺水的有关安
全知识”作为这节课的重点。

教学难点：“掌握溺水急救措施。”

教学准备为了使教学过程更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更有
振撼力，我课前组织学生排练了两个情景剧，准备的教具有
签名条幅，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提升氛围。

讲发生的惨痛溺水事件：一群天性活泼的十二、三岁少年在
浅水域相互追逐嬉闹，疯玩之中，一名叫张猛的少年突然跌
入了主河道，其他4名少年都不会游泳，看到情况危急，4名
少年做了一个既勇敢又错误的决定：下去救张猛。结果，5名
少年都溺水身亡，留下的是悲痛欲绝的家人。



我通过讲述一个真实的事件，在同学们的感叹，惋惜中很自
然引出课题，《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问题1：上面的孩子们为什么会发生溺水事件呢，他们违反了
哪些安全规则?这时，给予孩子们充分的交流时间、思考的空
间。让学生们在交流中，认识安全的重要性，感悟生命的可
贵。

问题2：让学生说一说身边的溺水事件。

通过孩子们讲述身边的溺水事件，再一次震撼学生的心灵，
为下面学习防溺水安全行为知识做好了铺垫。

问题3：学生说说我们身边的母亲河——蓉江，知道今天的蓉
江河每年也要吞噬许多鲜活的生命。

二、形式多样，牢记安全。

1、观看视频

2、模拟表演

让同学观看两个情节剧：(剧情一：是几个同学相约在野外游
泳，有一个同学突然脚抽筋。剧情二：在放学的路上：几个
高年级同学看到几个幼儿班的小朋友并排走在池塘边的小路
上，走在边上的不小心掉入池塘中)。看完这两表演，师生共
同说出表演中错误的安全行为。

模拟表演的意图是让学生明白：不能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
下独自去游泳，更不能到野外游泳。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
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器材施救，
未成年人保护法有规定：“未成年人不能参加抢险等危险性
活动。”通过这个表演活动，防溺水安全知识在潜移默化中
降低了难度，有效突破了本节课的难点。



3、安全儿歌

为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好学，易记，我为学生准备了一首琅琅
上口的儿歌《防溺水儿歌》。

《防溺水儿歌》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

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

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

伸手踢腿弯弯腰，预备动作不可少。

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

赶紧上岸很重要，喝补糖水解疲劳。

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

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通过诵读这首琅琅上口的儿歌，既为学生们创造了一个轻松，
快乐的氛围，学生们也从中找到了防溺水的诀窍，并牢记心
中。

三：庄重宣言，放飞安全。

通过以上环节的活动，学生已经深深意识到：安全重于泰山，
安全与自己的行为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组织同学们举行
以“珍爱生命，谨防溺水”为主题的签名活动。_(学生代表
宣誓，表达要时刻牢记“安全”二字)做到“七不”。呼吁大
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同学们在条幅上庄重签字，向全
体学生郑重承诺，告别不良行为，将本节课推向高潮。



四：课后延伸，从我做起。

1、以“我的安全我知道”为主题写宣传标语。请孩子们不但
自己要遵守安全规则，还要向身边的每一个人宣传。

2、总结自救及抢救的方法：

a、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对水情
不熟而贸然下水，极易造成生命危险。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
事件，溺水者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首先应打110报警，然
后积极自救：

(3)要是大腿抽筋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b、对于溺水者，除了积极自救外，还要积极进行陆上抢救：

(1)若溺者口鼻中有淤泥、杂草和呕吐物，首先应清除，保持
上呼吸道的通畅;

(3)若是溺者已昏迷，呼吸很弱或停止呼吸，做完上述处理外，
要进行人工呼吸。可使溺者仰卧，救护者在身旁用一手捏住
溺者的鼻子，另一手托着他的下颚，吸一口气，然后用嘴对
着溺者的嘴将气吹入。吹完一口气后，离开溺者的嘴，同时
松开捏鼻子的手，并用手压一下溺者的胸部，帮助他呼气。
如此有规律地反复进行，每分钟约做14—20次，开始时可稍
慢，以后可适当加快。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有关生命的来之不易与宝贵，感悟生命的可贵。

2、使学生学会珍爱生命，学会自救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1、出示一溺水身亡的孩子的图片，教师讲有关故事。

2、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简
单。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
消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二、强调守则

1、过渡：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
识而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据有些地区统计，溺水死亡率为
意外死亡总数的10%。

2、我们外出游泳洗澡严格遵守“四不”：

(1)未经家长老师同意不去;

(2)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

(3)深水的地方不去;

(4)不熟悉的江溪池塘不去。

三、探讨原因

1、溺水原因主要有哪几种?

2、学生分小组探讨。

3、小组代表回答后归纳：

(1)不会游泳;



(2)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度;

(3)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

(4)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四、救护措施

1、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

2、指名学生回答后归纳：

(1)对于手脚抽筋者，若是手指抽筋，则可将手握拳，然后用
力张开，迅速反复多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

(2)若是小腿或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
对侧的手握住抽筋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
用同侧的手掌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忙抽筋腿伸直。

(3)要是大腿抽筋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对于溺水者，除了用心自救外，还要用心进行陆上抢救：

(1)若溺者口鼻中有淤泥、杂草和呕吐物，首先应清除，持续
上呼吸道的通畅;

(3)若是溺者已昏迷，呼吸很弱或停止呼吸，做完上述处理外，
要进行人工呼吸。可使溺者仰卧，救护者在身旁用一手捏住
溺者的鼻子，另一手托着他的下颚，吸一口气，然后用嘴对
着溺者的嘴将气吹入。吹完一口气后，离开溺者的嘴，同时
松开捏鼻子的手，并用手压一下溺者的胸部，帮忙他呼气。
如此有规律地反复进行，每分钟约做14—20次，开始时可稍
慢，以后可适当加快。

五、渗透思想



同学们，珍爱我们的生命吧。珍爱生命就是珍惜每一天。请
同学说说怎样珍惜每一天?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
与同伴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幼儿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引导幼儿了解如何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

4、提高对生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1、幼儿溺水的图片或视频

2、安全教育《防溺水》ppt

3、提前做了夏季安全教育

1、教师创设情境，和幼儿谈话引入本次防溺水安全教育的主
题。

（1）小朋友，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

（2）在夏天，我们生活的环境也会变得很热渐,你们热了怎
么办?

（3）我们通过吹风扇和空调、吃冷饮等方法让自己凉快，还
有的小朋友会去游泳。

2、教师出示安全课件《防溺水》相关资料，引导幼儿观看并
思考问题。



（2）有几个小朋友发生溺水。而在我们身边也有小孩下河游
泳或在池塘旁边玩耍不小心溺水淹死……他们再也见不到自
己的爸爸妈妈了。

（3）图片中的小朋友失去了生命，他们好可怜，他们的'家
人更是非常非常很伤心，老师也伤心。

3、通过动画视频以及相关的资料介绍后，教师带领幼儿进入
本次主题：防溺水教育。

（1）小朋友们，我们怎样使自己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呢?

（2）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4、教师讲解夏天游泳安全：在夏天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能随
便私自下河游泳，防溺水的应做到以下几点。

（1）我们小朋友在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池塘、
无盖的水井、水坑边等处戏水、打捞东西、游泳。不能独自
或结伴到池塘边钓鱼、游泳、玩水等。

（2）小朋友在在来园、离园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河水,下池塘
去游泳。

（3）我们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很多小朋友都不会游泳，如果
发现有小朋友不慎掉进江河、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我们
不能擅自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来相助或拨
打“110”。

5、教师继续播放ppt中的图片或视频，看了这些图片后引导
幼儿谈谈自己的心理感受。

（1）看了刚才的图片之后，小朋友你们心里有什么感受?



（2）这个悲惨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什么？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
哪些安全规则？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知道，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人的生
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幼儿园老师建议
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按照幼儿园家园共育内容中的重要指示，
教育自己的孩子在生活中懂得生命的意义，学会珍惜生命，
养成自觉遵守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1、全面推动我校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学生溺水事故的发生。

2、让学生了解和掌握防溺水和自救的常识，提高自救自护的
能力。

3、学习后，能改变自己在生活中不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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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防范能力。

一、谈话引入课题

随着夏季到来，天气多变，雨水多，河里、沟塘里经常会涨
水，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河边、沟塘玩水，很容易出现安全
事故。而且，夏天天气很热，有的同学就悄悄地去河里、沟
塘里洗澡，时有溺水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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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授新课

1.游泳中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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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育学生如何预防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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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育学生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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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课堂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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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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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1.预防溺水一定要记住“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
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
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游泳前应做全身运动，充分活动关节，放松肌肉，以免下
水后发生抽筋、扭伤等事故。如果发生抽筋，要镇静，不要
慌乱，边呼喊边自救。常见的是小腿抽筋，这时应做仰泳姿
势，用手扳住脚趾，小腿用力前蹬，奋力向浅水区或岸边靠



近。

3.游泳时间不宜过长，20到30分钟应上岸休息一会，每次游
泳时间不应超过2小时。

4.不宜在太凉的水中游泳，如感觉水温与体温相差较大，应
慢慢入水，渐渐适应，并尽量减少次数，减低冷水对身体的
刺激。

5.在游泳的时候，不能起哄瞎闹、搞恶作剧，不能下压同伴、
深拉同伴或潜水“偷袭”同伴。对刚学会游泳的同学更不能
这样做。

6.在露天游泳时遇到暴雨是很危险的，因此，应立刻上岸，
到安全的地方躲避风雨。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篇六

同学们，你们好!今日我们学习溺水安全知识。如今的社会里，
车祸、中毒、溺水……剥夺了许多宝贵的生命，尤其是溺水
最为严重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溺水事故的发生，看到一些
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发生。那我们该怎样
预防呢?了解溺水和如何防止溺水显得十分重要。

二、活动设计

向学生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溺水致死原因

主要是气管内吸入很多分阻碍呼吸，或因喉头强烈痉挛，引
起呼吸道关掉、窒息死亡。

2、症状



溺水者面部青紫、肿胀、双眼充血，口腔、鼻孔和气管充满
血性泡沫。肢体冰冷，脉细弱，甚至抽搐或呼吸心跳停止。

3、自救与救护

当发生溺水时，不熟悉水性时可采取自救法：除呼救外，取
仰卧位，头部向后，使鼻部可露出水面呼吸。呼气要浅，吸
气要深。因为深吸气时，人体比重降到__，比水略轻，可浮
出水面(呼气时人体比重为__，比水略重)，此时千万不要慌
张，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更快。

会游泳者，如果发生小腿抽筋，要坚持镇静，采取仰泳位，
用手将抽筋的腿的脚趾向背侧弯曲，可使痉挛松解，然后慢
慢游向岸边。

救护溺水者，应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观察清楚位置，从其
后方出手救援。或投入木板、救生圈、长杆等，让落水者攀
扶上岸。

出水后的救护：

首先清理溺水者口鼻内污泥、痰涕，取下假牙，然后进行控
水处理。救护人员单腿屈膝，将溺水者俯卧于救护者的大腿
上，借体位使溺水者体内水由气管口腔中排出。有些农村将
溺水者俯卧横入在牛背上，头脚下悬，赶牛行走，这样又控
水、又起到人工呼吸作用。如果溺水者呼吸心跳已停止，立
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同时进行胸外心脏按摩。

4、如何防溺水

游泳，是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体育锻炼项目之一。然而，不做
好准备、缺少安全防范意识，遇到意外时慌张、不能沉着自
救，极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为了确保游泳安全，防止溺水
事故的发生，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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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危险且宜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好的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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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的深浅等情景要了解清
楚。

(2)必须要有组织并在教师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
以便互相照顾。如果团体组织外出游泳，下水前后都要清点
人数、并指定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3)要清楚自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平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
参加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
动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待适
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
呛水时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4)对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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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要酒后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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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小腿或脚部抽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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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在游泳中遇到溺水事故时，现场急救刻不容缓，心肺复苏
最为重要。将溺水者救上岸后，要立即清除口腔、鼻咽腔的
呕吐物和泥沙等杂物，坚持呼吸通畅;应将其舌头拉出，以免
后翻堵塞呼吸道;将溺水者的腹部垫高，使胸及头部下垂，或
抱其双腿将腹部放在急救者肩部，做走动或跳动”倒水”动
作。恢复溺水者呼吸是急救成败的关键，应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可采取口对口或口对鼻的人工呼吸方式，在急救的同时



应迅速送往医院救治。

5、遭遇溺水你该如何自救

溺水是游泳或掉入水坑、水井等常见的意外事故，一般发生
溺水的地点通常在：

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夏
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每年夏天都有游泳溺水身亡事故
发生。在溺水者当中，有的是不会游泳的人，也有的是一些
会游泳、水性好的人。

当发现有人落水时，救助者不要贸然去救人，因为一旦被落
水者抓住将十分危险。在水中与落水者纠缠不但会消耗救助
者的很多体力，有时甚至会导致救助者体力耗尽最终丧命。
如果当时情景十分紧急，而救助者又具备必须的救护技巧，
那么救助者在下水前应尽快脱去衣裤和鞋子，在向落水者接
近时，要尽量避免被落水者抓住。综上所述，溺水是十分危
险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安全意识，安全第一，防患于未
然。水无情，人有情。其实，只要我们在生活中注意各种游
水、戏水事项，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学会在遭遇溺水懂得如
何自救和他人遭遇溺水时如何抢救，溺水事件还是能够防止
的。

三、同学讨论

这次班会课学到了什么，并且举例说明以后应当如何做?

四、教师小结

同学们，今日我们学习了，如何防止溺水。同时我们也学习
了一些溺水自救的方法。此刻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同学们去
游泳时必须要注意安全。要做好下水前的热身活动，以免发
生意外。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篇七

1、了解夏天里的安全知识，知道防溺水的方法。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个幼儿都要提
高安全意识。

3、自觉遵守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知道防溺水的方法。

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1、增强在生活中的自我保护意识。

1、各种安全图片。

一、谈话导入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对，现在是夏季天气
渐渐变得很热了,你们热了怎么办?可是今年有好几个小朋友
因为热就悄悄去河里、池塘里洗澡，你们想知道他们去洗澡
发生了什么事吗?告诉你们，今年涪陵有好几个小孩下河洗澡
被淹死了，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好可怜，
老师伤心，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很伤心。

二、防溺水教育小朋友们，我们怎样使自己不会发生溺水事
故呢?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1、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结伴到池塘边钓鱼、游泳、玩水。

2、教育幼儿在来园、离园的途中去玩水,下河游泳。

三、教师小结:我们知道不正确地玩水会带来危险，我们不能
在没有大人的陪同下和小朋友去玩水，也不能自己去捡河里
的东西，如果小朋友在海边或者游泳池上玩，-定要和大人在
一起，保护好自己。



出示各种相关图片，让幼儿了解在水边玩很危险以及如何避
免溺水。导入活动时，我先用谈话的方式引导:谁知道怎么保
护自己才不会发生溺水事件;然后通过出示不同情况下有可能
出现的溺水危险，让孩子先讨论后回答，问孩子图中的小朋
友做得对不对，应该注意什么，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又搞了
情景模仿，让幼儿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学会自救和救别人。
有意识到溺水的危险到认识到防溺水的一些知识，通过教学
活动增强了防溺水意识与急救能力。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篇八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需要准备教案，借助教
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写教案需要注意哪些格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欢迎大家借
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使学生了解有关生命的来之不易与宝贵，感悟生命的可贵。

2、使学生学会珍爱生命，学会自救的方法。

教学过程：

1、教师讲述几例溺水身亡的示例。

2、听了这些事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轻
松。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
消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3、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识而
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据有些地区统计，溺水死亡率为意外
死亡总数的10%。

4、小结：人，应该珍爱生命。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珍爱



我们的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

1、游泳中要注意的问题：

组织学生观看安全教育专题片中学生游泳的画面。

学生讨论：在游泳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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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溪池塘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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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总结：

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劳
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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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有组织并在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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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前后都要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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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
动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待适
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
防呛水时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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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小腿或脚部抽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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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扼要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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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
边；若没有救护器材，可以入水直接救护。未成年人发现有
人溺水，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
器材呼救。

1、同学们小结：

通过这次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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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原则的好习惯。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篇九



1、为全面推动我校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学生溺水伤亡事故的
发生。

2、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学习防汛、防溺水的有关知识，在
学习中提高自救自护的能力。

3、初步了解防汛、防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
提高安全意识。

4、学习后，能改变自己在生活中不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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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学习了解防汛、防溺水方面的基本知识，培养防
范能力。

1、不到河里、沟边去玩耍，下雨天，不去河边、沟边洗手洗
脚，以免滑落水中。

2、发洪水时应注意往高处逃;

3、尽力躲避大浪;

4、尽量抓住浮托物;

5、挥动鲜艳衣物呼救;

6、洪水来时，如正在教室上课，要听从老师的指挥，有秩序
地转移，紧急时要抓牢课桌、椅子等漂浮物，尽可能与老师、
同学在一起，等待营救，千万不要独自游泳回家。

7、山区山洪暴发，山沟、河滩中水深齐膝，水流又急时，学
生不能单身过河。放学路上遇桥梁、道路坍塌，不能冒险通
过，可返回学校留宿或请老师想别的方法。

(一)、游泳小常识：(五点)



1、必须在家长(监护人)的带领下去游泳。单身一人去游泳最
容易出问题，如果你的同伴不是家长(成年人)，在出现险情
时，很难保证能够得到妥善的救助。

2、身体患病者不要去游泳。中耳炎、心脏病、皮肤病、肝、
肾疾病、高血压、癫痫、红眼病等慢性疾病患者，及感冒、
发热、精神疲倦，身体无力都不要去游泳，因为上述病人参
加游泳运动，不但容易加重病情，而且还容易发生抽筋、意
外昏迷，危及生命。传染病患者易把病传染给别人。

3、参加强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后，不能立即跳进水中游泳，
尤其是在满身大汗，浑身发热的情况下，不可以立即下水，
否则易引起抽筋、感冒等。

4、被污染的(水质不好)河流、水库、有急流处、两条河流的
交汇处以及落差的河流湖泊，均不宜游泳。一般来说，凡是
水况不明的江河湖泊都不宜游泳。

5、恶劣天气如雷雨、刮风、天气突变等情况下，也不宜游泳。

(二)、游泳前要做好准备活动。

1、在游泳之前一定要做充足的准备活动。夏季天气炎热，不
做准备活动马上入水，水温、体温、气温相差很大，聚然入
水，毛孔迅速收缩，刺激感觉神经，轻则引起肢体抽筋，重
则引起反射性心脏停跳休克，很容易造成溺水死亡。

2、如何准备：通过跳跃、慢跑使身体发热但不出汗至2-4分
钟。其目的是使身体内各个器官进入到活动状态。

3、做徒手操：使身体各关节、韧带及身体肌肉做好充分活动
准备，以防受伤。

4、入水前用冷水淋浴一下，以适应水温，然后下水。



5、水上准备工作。入水后不宜马上快速游泳，更不宜马上流
入深水区。应在浅水区适应一段时间后，再逐渐加速。

(三)、游泳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四点)

1、应该相互关照、相互关心，而不应该相互嬉水，或捉弄对
方。一起去游泳，如果有人提前上岸，要告诉同伴，一起去
游泳应该一起回家。

2、到天然游泳场所(如江河、水塘、水库)游泳，应该有家长、
亲人或老师的带领。特别强调初学者不要到野外去游泳。

3、要注意休息，不要长距离游泳，不要远离伙伴。如果感到
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在岸上观看同伴游泳，
留心他们的安全。

4、中小学生不游潜泳，更不能相互攀比潜水的`时间谁更长，
潜水的距离谁更远。这样做很容易发生危险。

(四)、游泳中的紧急情况及自救。

1、抽筋：是肌肉不自主的强直性收缩，水温过低或游泳时间
过长，都可能引起抽筋，发生抽筋时最重要的是保持镇静，
不惊慌。

2、一般处理办法。(1)如果发现有抽筋现象，应马上停止游
泳，立即上岸休息，并对抽筋部位进行按摩。(2)如果在深水
中发生抽筋，且自己无力处理，而周围又无同伴时，应向岸
边呼救，千万不要慌张。

再次强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抽筋，都先向同伴或其他游泳
者呼叫：“我抽筋了，快来人呀!”

(五)、溺水的急救



1、发现溺水者如何将其救上岸。

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

特别强调：发现有人溺水，我们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
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器材呼救，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
定：“未成年不能参加抢险等危险性活动。”这也是我们学
校为什么要强调学生去游泳要由家长带领。

2、如何开展岸上急救(四步)

(1)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立即将其口腔打开，清除口腔中
的分泌物及其他异物。如果溺水者牙关紧闭，要从其后面用
两手的拇指由后向前顶住他的下颌关节，并用力向前推进。
同时，两手的食指与中指向下扳颌骨，即可搬开他的牙关。

(2)控水。救护者一腿跪地，另一腿屈膝，将溺水者的腹部放
到屈膝的大腿上，一手扶住他的头部，使他的嘴向下，另一
手压他的背部，这样即可将其腹内水排出。

(3)如果溺水者昏迷，呼吸微弱或停止，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通常采用口对口吹气的方法效果较好。若心跳停止还应立即
配合胸部按压，进行心脏复苏。

(4)注意，在急救的同时，其他要迅速打急救电话。或拦车送
医院。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手里，希望通过这次
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教学反思篇十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



强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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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现在是什么季节？对，现在是夏季,天气渐渐变得很
热了,你们热了怎么办?可是今年有好几个小朋友因为热就悄
悄去河里、池塘里洗澡，你们想知道他们去洗澡发生了什么
事吗？告诉你们，今年涪陵有好几个小孩下河洗澡被淹死了，
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好可怜，老师伤心，
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很伤心。

二、防溺水教育

小朋友们，我们怎样使自己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呢？我认为应
做到以下几点：

（一）、老师先向学生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教育学生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池塘、无
盖的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结伴到池塘边钓鱼、
游泳、玩水。

（2）教育学生在来校、离校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下江游泳。

（3）我们是未成年人，很多同学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有同
学不慎掉进江河、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我们不能擅自下
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来相助或拨打“110”。



（二）、老师谈谈事例，并由学生扮演小品

本学期××学校在周末，几名学生到讲河边钓鱼玩，有两名
学生不慎溺水死亡。这一个悲惨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什么?这几
个同学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1）议一议：

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

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2）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3）由这一个事实谈谈我们的心得体会。

（三）、说一说

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三、小结：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
里，期望你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
遵守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