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校园暴力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大
全8篇)

安全教案的制定需要充分考虑社会的实际需求和危险因素，
以保障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请大家仔细阅读以下的安全
教案，从中汲取经验与灵感。

小学校园暴力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一

4月中旬以来，为了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处理各
种应急情况的能力，我院204级各班级根据学校、学院进一步
加强学生宿舍安全教育及管理的工作要求，分别召开了主题
班会，并借力班级微信公众号进行了专题宣传。其中，204级
全体班主任积极参与到各班班会中去，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
的校园安全观。

各班紧扣主题，结合班级实际，采取多元化的教育形式，不
断把主题班会引向深入，确保班会取得实效。木材科学与工程
(家具方向)、2班组织全班同学一起观看了安全教育纪律片
《消防大本营》。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2班由班主任、班长带
领全班同学学习《华南农业大学学生公寓管理及违规处理办
法》，对部分重要章节进行了深入分析，帮助同学们理解。
制药工程3班班主任则利用求学时处理火灾的经历，结合实例
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应用化学3班组织学生代表
分享了学习《华南农业大学学生公寓管理及违规处理办法》
的。心得体会。材料化学2班班主任在班会上特别强调了“校
园贷”的危害，向同学们倡导理性消费，要求同学们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材料科学与工程班班主任向同学们强调，夏天
即将来临，要减少恶劣天气的离校外出，注意饮食健康和游
泳安全等。

通过本次主题班会，向同学们普及了安全教育知识，让他们
学习了各项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宿舍管理条例，切实提高了他



们的安全防范意识，使他们对宿舍安全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
识。

小学校园暴力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二

中小学安全教育工作不仅仅是一项培养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让学生掌握自护自救知识，提高自护自救的能力的教育活动，
而且也是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整理的小学校园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教案设计，希望能对
大家有帮助。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家庭生活中仍然有许
多事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
成事故。下面就谈谈家居安全要注意什么：

1、用电安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
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
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1、游泳需要经过体格检查。

2、要慎重选择游泳场所。

3、下水前要做准备运动。

4、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5、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6、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
来相助。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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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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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全国平均每天发生交通事故1600起,死亡257人,受



伤 1147人,直接经济损失731万。真是令人痛心。针对我校位
于市繁华地段，存在着交通隐患。提醒学生们要特别注意交
通安全，上放学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时要提高警
惕，注意来往的车辆。及时消除交通隐患。

防火：学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防火是学校安全的重要问题，
学生宿舍是学校放火重点。1)禁止在校园、宿舍内吸烟、点
蜡烛。2)是禁止使用电炉、电褥等电器。2)定期检查防火设
施发现损坏应立即修复。希望大家能齐抓共管。共同参与到
校园安全防范的活动中来。

防盗：保管好个人财务。在上机、下课期间要锁好门窗。住
宿人员要遵守宿舍条例，禁止到他人宿舍乱串，坚决杜绝外
来陌生人员进入宿舍。在外乘车或外出期间要看管好自己的
钱财，对可疑人员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意识，发现盗窃事
件即时报警。

食品卫生安全：住校人员一律在校内就餐，外出购物时一定
要检查购买食品是否存有质量问题，对来路不明有卫生问题
的食品不要购买，发现有质量问题的食品要及时上报，饮食
后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体育运动安全：在体育运动中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听从体
育教师的安排和调度，不可私自活动或打闹。老师讲解动作
要领时要认真听讲，在做有一定难度的动作时要学会自我保
护，加强保护意识。在做器械运动时要检查好器械是否存有
安全隐患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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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法
离开火场。



3、 逃生时，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
湿衣物包裹身体。

小学校园暴力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三

1.使学生知道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

2.使学生掌握一些在家遇到火灾、触电、食物中毒、遇到坏
人对付处理方法，有一定应变能力。

教室

学习防火、防触电、防中毒、防坏人破坏的生活常识，培养
有关防范力。

玩具电话一个、电视模型一个、电插头一个，一盆水和毛巾
一条，黄瓜一条。

（1）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发生火情应该怎样
与消防队取得联系？（打火警119、讲清出事地点详细地址、
火势情况）

（1）第二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讨论观察表演后讨论：

a.提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做的？

（1）第三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第四组代表：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匪警、火警、急救中心电话各是什么？

遇坏人打110，着火打119，急救中心120。

2、遇到火情，危险情况时，要保持镇静，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防火：不要在易燃物品（棉织物、柴草堆、木板堆、柴油汽
油库等）附近玩火、放鞭炮。注意（液化气）灶的合理使用，
用完电熨斗、电炉后应立即拔出插头。

防触电：自己不随便摆弄电器，用久的电器设施要注意检查、
维修。

防中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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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校园暴力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四

1、培养学生基本法律意识，帮助学生树立守法观念和法律信
仰。

2、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使他们懂得遵纪守法的道理，知道
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由具体案例铺开，让学生参与讨论，发言，相互交流感想和
学习体会。

小组讨论，个别发言，教师总结。

事情发生在某小区的住宅楼，这天正是星期日，三位初中生
在四楼的楼道窗前嬉戏，甲失手将乙推出窗外，重重地从高
达20米的四楼摔了下来。当时乙的脸色铁青，血从鼻孔、耳



孔直往外淌。后来，乙被市医院急救车救走。

问题1：甲失手打伤乙，算不算违法？1、学生讨论发言。

你一下，没什么伤害，不是违法，但如果其中一人不注意打
到另一人的眼睛上，把眼睛打坏了，达到伤残的程度，那他
就是违法了，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案例中的甲造成了
乙从楼上摔下严重受伤，显然违法了。

问题2：甲违反了什么法？1、学生讨论交流2、老师：同学们
说得很对。其实在法律上，违法行为还分为一般违法行为和
严重违法行为两种类型，他们的区分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但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严重违法行为对人或社会造成的危
害比一般违法行为大。所以甲的失手造成了对乙的严重伤害，
他的行为已构成了严重违法，也就是俗称的犯罪。甲违反了
《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

问题3：你认为案例中的甲应得到怎么的法律惩罚？1、学生
根据自己对案件的理解和情感的投入，各抒已见。2、老师：
同学们，你们可知道，确定一个人有没有犯罪，犯了什么罪，
以及应该受到怎样的制裁，不是凭感情用事，也不是一个人
说了算的，在法律上，都有明确的条文作为依据。根据《刑
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二百三十五条：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问题4：从这个案例中，你能够获得哪些启示？学生回答。

老师：让我们多学法，多知法，多守法，让法律指导我们的
言行，让伤害远离我们，让我们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请
同学们就今天的法制十分钟写一篇感想，再找一些有关青少
年违法犯罪的案例，为我们下次的法制十分钟作准备。

同学们说得非常的好！是的，我们都是活泼好动的少年，爱
玩是我们的天性，但我们在玩笑时，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要



因为一时的冲动伤害了别人，也不能因为一时大意让别人伤
害到自己，这样的后果是既触犯了法律，又造成了双方一辈
子的痛苦。那将是多么惨痛的事啊！希望同学们从今天开始
注意与同学和睦相处，玩笑时注意分寸，课间注意文明休息，
别让那冲动的一瞬间成为悲剧的开始。另外，我们要多学法，
时刻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公民！

小学校园暴力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五

1、每人准备说一件有关校园欺凌的事情。

2、播放几则校园欺凌记实录像片。

3、由电脑高手制作smart课件。

4、准备一句反欺凌口号。

1、开场白。

校园欺凌是指同学间欺负弱小的行为，校园欺凌多发生在中
小学，由于很多国家实行多是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制度，受害
者会长期受到欺凌。欺凌过程，蕴藏著一个复杂的互动状态，
欺负同学会对同学构成心理问题，影响健康，甚至影响人格
发展。

2、下面请每个同学都来说一说你对校园欺凌最深的一件事情。
(略)

3、大家说了很多欺凌事件，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真实的校园
欺凌事件。(播放校园欺凌记实片)

4、看了这部记实片，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同学意见略)

5、我们将怎样用实际行动来反欺凌?，请大家说说想法。



6、请胡悦悦同学带领大家读口号。

7、活动结束，请班主任老师讲话。

班会效果：

鼓励学校对校园欺凌采取全校范围的干预措施，如制定课堂
规则，对学生行为进行限制，组建教师职业发展小组，与学
生开展有关同辈关系与行为的班会活动，为欺凌者、受害者
及其家长提供心理咨询等。挪威于20xx年通过了一个宣言，
号召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家长和教师团体加入到尽快根除校
园欺凌现象的'行动中。

小学生预防校园欺凌主题班会教案;班会目标：;

1、认知与技能：让学生认识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

2、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恰当的引导和暗示教会学生;

小学校园暴力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六

学习校园安全知识，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防患于未然。

我班全体学生

教室

一、导入班会

二、展示大屏幕学生合作探究

1、像这种情况，我们班发生过吗？

a、用铅笔或其它尖锐的东西互相打闹。



b、在教室里互相追赶。

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学生回答）

2、在我们学校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注意安全，找一找哪个地方
需要注意安全？（同学自由发言）

3、同学之间发生小摩擦时，下列处理方法正确的是（）

a、原谅同学或报告老师，让老师处理。

b、记恨在心，事后叫人一起教训对方。

c、据情节给予报复。

d、叫家长到学校来教训对方。

4、在预防饮食安全方面做的不妥当的是（）

a、购买包装食品时，要查看有无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单
位。

b、餐具要卫生，要有自己的专用餐具。

c、在外就餐时，选择较为便宜的，无证无照的“路边摊”。

d、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

5、遇到别人打架时（）

a、上前围观，给自己认识的人加油、帮忙。

b、不管他



c、去劝阻

d、告诉老师

6、遇到火灾时，拨打（）

a、110b、119c、120d、121

7、在道路上行走时（）

a、和同学边走边打闹

b、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走

c、行走时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或做其他事情。

d、为赶时间与机动车辆抢行

8、判断题：

（1）用湿手触摸电器，用湿布擦试电器。（）

（2）用手或金属制品去接触插头底部。（）

（3）当不慎摔倒时，身体尽量往前，保护自己的头部。（）

（4）用沙子或泥土打仗。（）

（5）下雨天，在湿的地面上奔跑。（）

三、小组讨论，代表发言。（老师总结）

1、日常行为安全：不携带刀具、火种或其它危险品进入校园；
严禁勾引校外人员来校滋事、打架；不进网吧、游戏室、歌



舞厅等娱乐场所；不在楼梯、走廊上打闹。

2、体育课、实验课安全：上体育课时，要有防范意识，不随
意投掷器材。实验课时要严格操作程序，按规范操作，不随
意动用器材和药品，不携带任何化学药品出实验室。

3、集体活动安全：班级、年级组织的户外活动、社会活动等，
要事先制定好活动安全方案报经上级批准后方可进行。

4、心理健康安全：教师要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技能，对
心理上出现问题的学生要给予更多的关爱，积极疏导化解，
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严禁体罚、变相体罚学生或其他
侮辱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学生心理上出现问题可采取适当
方法加以排解，如可找老师、家长、学生、朋友等倾诉。

四、班会尾声

同学们，我们这次班会开得非常成功。通过这次班会，大家
学到了许多安全知识，希望同学们在学校能够自觉遵守安全
规则。珍爱生命，把安全牢记心中。时时刻刻注意安全。

小学校园暴力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七

通过开展一系列的防震减灾、预防灾害活动使少先队员初步
了解地震、火山、滑坡和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分布、危害及防
御措施。初步了解地震、各种灾害之间的关联性。

收集有关地震的相关材料。

一、宣布活动内容

1、少先队员们，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给四川人民带来巨大
的伤痛及损失，谁能来说一说你了解到地震的哪些知识？(队
员回答)



2、队员们了解还真不少，这次活动我们一起来了解地震是怎
么产生的，遇到地震应该如何预防伤害。

二、活动过程

1、各小队相互交流，了解地震的成因。

2、播放地震成因_。

3、出示搜集到的有关地震知识。

地震是指岩石圈在内力作用下突然发生破裂，地球内能以地
震波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引起一定范围内地面震动的现象。
大部分地震的发生与地质结构有关。在地壳中有断层，而且
断层又具有一定活动性的地带，地震最容易发生。

地震的大小通常用里氏震级来表示。地震释放出来的能量越
大，震级越高。震级每增加1级，能量约增加30倍。通常，3
级以下的地震，人无感觉，成为微震；5级以上地震，会造成
不同程度的破坏，成为破坏性地震。

地震是一种危害和影响的地质灾害。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发生过6级以上地
震。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唐山的7.8级大地震，使这个百万
人口的工业重镇，倾刻成为一片废墟。这是20世纪全球破坏
性的一次地震灾害。

我国川、滇、黔接壤地带，该地带现代地壳活动强烈，地震
濒发，震级高。由于地壳活动强烈，山体中断裂，岩石破碎，
风化严重，加上干湿季节分明，暴雨集中。促使滑坡，泥石
流灾害突发。这次四川发生了8.0级的地震，震后到目前为止，
还发生了四次6级以上的余震，比唐山大地震的破坏性更大。

4、地质灾害的防御



(1)如果你正在影剧院，体育馆等处遇到地震时，要沉着冷静，
特别是当场内断电时，不要乱喊乱叫，更不得乱挤乱拥，应
就地蹲下或躲在排椅下，注意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用
皮包等物保护头部，等地震过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组
织地撤离。

(2)地震时，你正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处，应选择结实的
柜台、商品(如低矮家具等)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处就地蹲
下，用手或其它东西护头，避开玻璃门窗和玻璃橱窗，也可
在通道中蹲下，等待地震平息，有秩序地撤离出去。

(3)正在上课的学生，要在老师的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躲
在各自的课桌下，绝不能乱跑或跳楼，地震后，有组织地撤
离教室，到就近的开阔地带避震。

(4)正在体育场上课的，应立即停止上课，稳定队员情绪，防
止混乱拥挤，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体育场安全地带疏散。

5、震时的自救四大常识

(1)大地震时不要急

破坏性地震从人感觉振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平均只有12秒钟，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你千万不要惊慌，应根据所处环境迅速作
出保障安全的抉择。如果住的是平房，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
门外。如果住的是楼房，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断电闸，
关掉煤气，暂避到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或是桌子，床铺
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余震。

(2)人多先找藏身处

学校，商店，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如遇到地震，最忌慌
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坚固物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
有序地撤离。教师等现场工作人员必须冷静地指挥人们就地



避震，决不可带头乱跑。

(3)远离危险区

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到
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河
岸及高压线等。正在行驶的汽车和火车要立即停车。

(4)被埋要保存体力

三、队会小结。

1.观看一段关于地震的视频，然后请学生讲讲自己的感受或
认识。(让学生由具体地震事件进入班会的主题。)

2.关于地震你想知道些什么？(请几个学生提提自己的问题，
针对问题后面有侧重点，满足学生需要，提高学生积极性。)

3.什么是地震(让他们以组为单位互相讨论，然后让每个组为
大家介绍，评出哪个组说的是最全面、准确的，最后教师总
结，给个全面的概念)

4.介绍地震的前兆

5、地震发生时的防护措施，同时遇到特殊危险时的自救方
法(燃气泄露时；毒气泄露时；遇到火灾时)

(形式：学生抢答或学生演示)

(1)学校的避震

(2)家庭的避震

(3)公共场所的避震



(4)户外的避震

6、模拟地震逃生

7、请三四个学生谈谈这节班会的感受

8、老师做最后总结

(以小组为单位，采用互相竞争的方式，通过每个环节累计分
数，最后分出胜负，这样大家就会都积极投入，而不是各做
各的。)

小学校园暴力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八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开展“安全教育日”、“安全教育
周”活动的有关要求和有关指示，学校围绕今年安全教育日
活动主题“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质”，召开“安全教育
周活动”教师会议，全面深入抓好学校安全教育。学校在早
上升旗仪式上进行动员讲话教育，校广播站的“安全栏目”
以及黑板报“安全专刊”等，营造了浓厚的活动氛围。

1、利用升国旗仪式，对全体师生进行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国
旗下讲话。

2、各班组织学生利用晨会或主题队会，开展安全知识小演讲、
安全知识竞答以及观看安全视频等内容，不仅让学生汲取了
交通、消防、饮食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更增加了他们对于校
园安全的重视。

3、学校卫生室开展健康知识讲座，讲解预防流感、肠道传染
病、等一些常见疾病的判断和预防。

4、组织开展了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对学校进行全方位的隐患
排查，同时，动员学生对学校的隐患进行检查，他们通过参



与，增强了安全意识，更懂得身边的安全事，提高了学校的
预防能力。

通过安全教育，增强了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师生的
自我保护意识。今后，我们将进一步重视安全教育工作，把
安全教育工作落实在日常的教育之中，做到长抓不懈，确保
学生安全无事故，努力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创造良好的条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