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大型集体活动应急预案及流程 学校
集体活动应急预案(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学校大型集体活动应急预案及流程篇一

为预防学生校外集体活动事故的发生，及时处理集体活动事
故，防止事态扩大，有效地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
理办法》、《xx市青少年保护条例》以及《xx市中小学校学生伤
害事故处理条例》等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预案。

学校未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带队教师疏于管理、学
生不遵守活动纪律擅自离队；活动场所的设施、设备存在安
全隐患；租用的车辆安全性能差；驾驶员疲劳驾车、违章驾
车；驾驶员驾驶技术、应变能力差等等。

1、活动前由学校通过广播、班会、黑板报等形式向学校进行
安全方面的教育，特别是对于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因素，重
点反复向学生进行讲解、分析，增强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和意
识。

2、旅行社导游人员在车上针对本次活动及学生的年龄特点介
绍活动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强调安全第一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3、加强对带队教师的责任意识教育，要求教师加强管理。



4、活动过程中要求导游人员与教师始终跟随学生，不得放任
学生自由活动，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制止并加以教育。

5、要求车队选派遵守交通法规、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选
用车容、车况、安全性能好的车辆为校外集体活动服务，并
落实安全检查制度，确保车辆安全状况良好。

6、加强车队驾驶员职业道德教育，要求驾驶员“文明驾车，
礼让先行”，提高驾驶员安全意识，减少事故隐患。

7、活动前，校方及活动承办机构（旅行社）应到活动场所进
行实地察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对问题设施和危险地区要
有专人管理，禁止学生入内游玩。

一旦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出现伤害事故，一般按以下程序处理：

1、以最快的速度将受伤学生送就近的医院进行救治，并通知
家长。

2、一般事故三天内学校及活动承办机构书面报告区教育局综
合教育科；重大事故及时将情况报告区教育局办公室和安全
办公室。

3、一旦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应立即报警，并配
合导游人员、学校教师，根据师生生命安全第一的原则，进
行抢救及处理，同时报有关领导。

4、因驾驶员交通违章造成学生伤害，会同车队进行处理。

5、重大事故立即成立事故处理小组。

6、事故责任认定和善后处理。如果事故是由学校管理不当或
学生自身原因造成的，则参照《xx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
理条例》进行处理，若中小学校因学校管理不当造成伤害的，



则在第一时间通知xx平安保险公司校方责任险理赔服务部，
如果事故发生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则按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
进行处理；如果事故是由活动场所的设施所造成的，则由学
校与活动承办机构、活动场所进行交涉，达成合理的处理意
见。

1、组织领导（略）。

2、人员分工（教育、管理、报警、报告、协调、护送伤者
等）。

学校大型集体活动应急预案及流程篇二

学校组织的大型运动会、文艺汇演、文体教学活动和表演活
动等，以及军事演练、科普学农、春游等大型学校集体活动，
这些活动人员高度集中，涉及器械种类多，很容易发生传染
病、食物中毒、交通事故、火灾及其他安全事故，为防患于
未然，提高学校对校内外集体活动突发意外事故的应急处理
能力。各学校须制定大型集体活动突发安全事故防范措施，
并因地制宜地对师生进行安全知识健康教育，培养师生自救
自护能力，保障师生安全。

各学校、幼儿园要开大力开展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消防安全、
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知识健康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在发
生意外事故后的自救自护能力。组织学习《未成年保护法》、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小学管理规程》等法律
法规及国家、省、市下发的关于如何加强防范学校大型集体
活动安全事故发生的文件和要求，提高师生的法制意识。

进行大型集体活动前未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带队教
师疏于管理、学生不遵守活动纪律擅自自行活动或离队；租
用的车辆车容、车况差、安全性能差、驾驶员疲劳驾车、超
载、超速、随意变道、闯禁令标志或驾驶技术不熟练、应变
能力差；活动场所的设施、体育设备、体育器械（具）等存



在安全隐患；活动场所缺乏消防设施和设备；活动场所的建
筑结构存在安全隐患等；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及食品卫生标
准等。对以上存在的事故隐患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消除，并根
据活动性质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故，制定相应应急预案，成立
事故发生应急处理小组，明确组织管理机构职责、具体应急
措施。加强对全程活动的监督，明确信息报告人和信息报告
的程序。

各学校、幼儿园在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精心组织
好学生和幼儿参加的各项集体活动，加强各个环节的安全工
作，务必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到人。

（一）各学校、幼儿园在活动前要拟定详细行动计划，包括
活动时间、地点、路线、参加人员、服装要求，交通通信工
具的准备饮食安排、活动总负责人、各部分专项工作负责人、
各班级（学段、年级、小组）负责人等基本安全保障做出概
要说明，做好组织分工、配齐工作人员，并将整个活动计划
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
方可实施。

（二）做好活动前的安全准备工作

要从安全角度明确进、退场时间、地点、顺序和座席区域，
要给每个班规定固定的座位区域并定出互不冲突的疏散通道，
若有多个学校参加活动规划时要与相邻的兄弟学校协调，以
免发生冲突。会前画展出平面图分发到班，指挥学生排队依
次入场和退场。

1.2要认真检查活动场所，确保安全通道的畅通

明确场馆内所能容纳人数的最大限额。使用室内会场时，会
场所有前后门边门可以随时开启进出，只有在出口通道足够
应急使用的情况下方可指挥入场举行集会。检查消防设施、
安全通道、公共场所的电器及消防设施，发现并排除可能引



起火灾的不安全因素。

1.3确保有关器械、设备、设施符合卫生与安全要求，特别是
运动器材及参加活动人员生活设施等重点部位和环节的安全
检查。

2、如组织参观活动，应在时间安排上尽量做到提前预约，避
免先在参观人数处于高峰的时间段。

3、注意选择天气较好的时间，根据季节、气象预报情况提示
活动参与者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尽量避开连雨季和冰雪天
气出行，以防自然灾害和交通事故的发生。

4、学校和承办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
管理工作，并督促各项制度的和措施的落实。大型活动需要
的盒饭、点心、饮料等食品必须在卫生、工商等部门公示的
专业企业中定购、保证外加工食品的卫生与安全。学校在组
织学生参加异地军训、学农、游览、参观等活动时，对需在
外地就餐的，必须在承办单位的支持和帮助下，配合卫生防
疫部门事先调查就餐地点，查工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
（包括食堂和小卖部等）以及从业人员健康和培训证明、饮
水卫生合格证及检验报告等，并将就餐地点和人数告知当地
的教育部门及卫生监督部门，经卫生部门认可后，方可组织
学生就餐，确保活动的环境、饮食、饮水的卫生安全。

（三）落实活动中的安全防范措施

1、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安全意识

要求全体工作人员明确职责，坚守岗位，避免疏漏。一旦发
生事故，则应以保证学生安全为核心，临危不惧，沉着处理，
切不可抛弃学生，临阵逃脱。

2、出发前、到达目的地后、活动前、活动后、返校前、返校



后，都要清查人数，避免走失学生。

3、乘车、乘船按核载人数乘坐，不得超员，不与司机攀谈，
大声喧哗；不得将肢体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扔废物。

4、不允许学生携带危险品及不洁净食品饮水。

5、保证各个环节上的'安全责任人坚守岗位，如班主任坚持
跟班，在进出口安置指挥进退场的专职人员，配备喊话筒或
其他指挥用具；在场馆内的疏散通道主干线、安全门、消防
设施、电源等处设专人负责，并使各种安全设施处于应急准
备状态。

6、要以班级为单位，根据座次区域距入口的远近，安排进出
场顺序。

7、在馆室内的参观活动应强调让学生认识并牢记安全门的位
置及安全通道的方向。

8、活动过程中保证秩序，严禁学生在座席内嬉戏、打闹、大
声喧哗。教师所处位置要尽量使自己所负责的学生在视野所
及和指挥有效的范围内，如果所负责的学生较多，要分区域
让班干部协助管理。

9、户外集体活动，一般20-30名学生配备一名教师，并建立
必要的组织网络和通信网络。参加集体食宿的所有人员在活
动期间必须服从组委会的统一安排，未经组委会同意，不得
擅自在外食宿。

10、对活动中使用的花环、花束、气球、乐器、背景字幕拼
板的材料，标牌、旗帜、横幅道具都要认真考虑，在设计上
考虑学生的年龄，要轻便、易拿、防火，尽量没有尖锐的棱
角。制作的横幅尽可能用纱幅底（纱不兜风，能减轻举横幅
学生的负担）。对吹塑脂等易燃物更要做出严格的规定。对



活动中使用的有关器械要进行认真检查。

学校大型集体活动应急预案及流程篇三

为确保校内举办大型活动的安全和有序进行，及时有效地处
置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类突发性事件，提高快速反应和处置
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事故带来的损失，将防范和处置
工作纳入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根据学校的实际，
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一）校园大型活动是指：由学院主办或组织的校庆、重大
节日庆典、省市级以上的体育赛事、学生运动会、文艺团体
演出、招生就业招聘会以及省市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国家领导
人、知名人士等来校视察、访问、学术讲座等活动。

大型活动突发事件包括活动期间人为或自然因素引起，具有
突发性，对师生人身安全、活动秩序、学院和社会稳定等造
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影响或严重危害的各类紧急情况，如：火
灾、公用设施故障中断、建筑物倒塌、挤踩压伤、交通事故、
重大的治安案件、自然灾害事故等。

（二）大型活动突发事件按其影响大小和危害程度划分为一
般性、较大、重大三个级别。

1、一般性突发事件。对师生人身安全、活动秩序、学院和社
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以学校为主可以处置的突发事件。

2、较大突发事件。对师生人身安全、活动秩序、学院和社会
稳定造成较大影响和危害，或出现人员伤亡，需由学校和上
级主管部门共同参与处理的突发事件。

3、重大突发事件。对师生人身安全、活动秩序、学院和社会
稳定造成重大危害并产生恶劣影响，出现跨学院甚至向社会
蔓延扩大的态势，死亡3人以上，需由当地党委、政府组织、



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共同参与协调处理的突发事件。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和平安校园为目标，牢固树立“安全
第一”的思想，扎实地做好预防和处置校园大型活动突发事
件的工作，为维护社会和校园稳定、推进学院发展提供良好
的社会环境和校园环境。

大型活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活动主办部
门院领导、活动主办部门负责人及保卫处、学生处、教务处、
总务处、基建处等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协调和组织校内举办大型活动突发事件
的预防和处置工作，对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置工作作出决策，
协调解决预防和处置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校内举办的大型活动坚持“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牢固
树立“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要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扎实地做好预防和处置大型活动突发事件的工作。重点做好：
一是活动举办前，要立足防范，超前工作，掌握主动；二是
问题发生后，要迅速判明性质，依法及时果断处置；三是事
件平息后，要做好善后工作，防止出现反复。

(一)火灾事故突发事件处置预案

1、处置火灾事故的组织：由分管院领导、活动主办部门领导、
义务消防队员、保卫人员组成。

2、报警程序：

（1）火警119、学院监控报警中心xxx、活动主办部门领导和
学院领导。

（2）报119火警时一定要镇静，口齿清楚，说清火灾的地点，



火灾发展的现状以及因什么原因引起的燃烧（电器、气体、
各类油）。

（3）报完119火警后派人员到学院门口引导消防车进入火灾
现场。

（4）在报警的同时迅速组织就近人员现场进行扑救，以救待
援。

3、组织实施：

（1）相关部门领导及义务消防队和就近教职员工均应积极参
加火灾扑救等待救援。

（2）消防车到来之后，服从消防专业人员的统一指挥，根据
义务消防队的责任分工做好扑救、疏散、通信联络、救护等
辅助工作。

（3）使用器具：就近使用灭火器、消防水枪、水桶、脸盆等。

（4）扑救火灾原则：救人重于救物；先控制后消灭；先重点
后一般。

（5）无关人员要远离火灾现场以便于消防车辆驶入及时扑救。

4、扑救方法：

（1）扑救火灾时，应注意先切断电源、气源，同时要注意先
转移火场及附近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实在无法转移的应设法
冷却或降温处理。同时，组织相关人员应立即赶赴现场，开
展灭火工作。

（2）实行自救：当火情较小时，现场工作人员应迅速组织学
生使用灭火器扑救。灭火时应站在火源的上风处灭火，并注
意采取自我防护措施，如：使用湿毛巾、湿被子、湿衣服等。



（3）报火警：当火情有蔓延趋势时，立即拨打火警电
话：119，要说清地址、起火部位、火势情况和报警人姓名、
联系方式。

（4）组织疏散：应调动人员充分利用疏散通道组织疏散、救
生。危急时刻，不要顾及财物，逃生第一。

5、注意事项：

（1）火灾后应保护好现场，未经消防部门许可不得擅自清理
现场。

（2）火灾第一发现人应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火灾的情况。

（3）火灾事故首先要注意扑救人员的安全，扑救要在确保人
员不受伤害的前提下进行。

（4）一般不组织学生参加灭火。

（二）学生意外伤害突发事件处置预案

1、处置事件的组织：由分管校领导、活动主办部门领导、受
伤害学生所在部门领导及学生处、保卫处有关人员组成。

2、报警程序：

急救120、学院监控报警中心xxx、事件当事人所在部门领导、
保卫处领导、学生处领导、分管校领导。

3、处置措施：

（1）学生出现意外伤害事故，必须把握“抢救第一”的原则，
立即安排人员联系、报告活动负责人，就近送当地正规医院
或者联系当地120急救中心，予以紧急救助。同时疏散学生撤



离至安全地点，保护事故现场。

（2）报120时一定要镇静，口齿清楚，说清受伤人员所在地
点，受伤状况。报完120后派人员到校门口引导急救车进入事
故现场。

（3）在报警的同时迅速组织校内医护人员进行救治，减少人
员伤亡。

（4）各部门领导根据事态的严重程度，立即处置并及时向学
院领导汇报。

4、注意事项：

（1）现场处理事件时要冷静，采取措施要果断。

（2）处理此类事件的原则是：抢救第一，减少伤亡。

(三)群体打架斗殴突发事件处置预案

1、处置事件的组织：由分管院领导、活动主办部门领导、事
件当事人所在部门领导及保卫处、学生处有关人员组成。

2、报警程序：

（1）学院监控报警中心5700110、事件当事人所在部门领导、
学生辅导员、班主任、保卫处领导、学生处领导、分管校领
导。

3、处置措施：

（1）接报后，保卫人员、学生处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控制
局面，劝解围观人员，并找到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带离现场
进行调查。



（2）各部门领导根据事态的严重程度，立即处置并及时向学
院领导汇报。

（3）如有人员受伤，按照先救治后调查的原则进行处置。

（4）如是校内人员与社会人员发生打架斗殴事件，须立即拨
打公安“110”电话报警，并尽力控制事态。

4、注意事项：

（1）现场处理事件时要冷静，采取措施要果断。

（2）处理此事件的原则是：迅速平息，减少伤亡，保护学生，
注意自身的安全。

（一）校园大型活动突发事件发生后，学院应及时做好善后
处理工作，维护校园和社会稳定。

（二）对在预防、处置校园大型活动突发事件中和善后处理
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或有特殊贡献的个人，要给予表彰
和奖励。

（三）对在预防、处置校园大型活动突发事件中和善后处理
工作中玩忽职守者，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隐瞒、缓报、
谎报情况者，逃避责任者，阻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者，以及
其它不利于预防和处置工作者，视其情节和危害后果，将给
予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学校大型集体活动应急预案及流程篇四

为加强校内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维护学校教学、科研秩序，



确保师生的人身和学校的财产安全，保障活动顺利进行。根据
(国务院第505号令)《大型群众性活动全管理条例》、《xx省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xx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1、1按照“谁组织、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是该活动的安全责任人，负有保护国家财
产、人员安全、维护治安秩序的责任。各场馆、教室、实验
室管理部门负有协助、检查和督促活动安全管理的责任。

1、2预防为主。要加大安全宣传力度，提高活动参与者自我
防护意识。细致排查活动各类突发事件的隐患，采取有效预
防和控制措施，减少突发事件发生。

1、3快速发应。活动主办单位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立即进入
应急状态，启动应急预案，在单位领导的统一指挥下，果断
采取措施，在短时间内控制事态。

确保本次活动的安全有序开展，防范意外事故发生，力保意
外事故发生时能快速、高效、合理有序地处置意外安全事故，
减少损失，降低危害，保证师生生命安全。

1、地震、恶劣天气等导致场馆发生突发倒塌事件；

2、突发火灾；

3、晚间活动突然照明断电；

4、突发暴恐活动；

5、突发群体性、个体性剧烈冲突；

6、相关实验室活动突发安全事故；



成立大型活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分管安全校领
导、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

成员：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处、
安全管理处、团委、研究生工作处、后勤管理处、国际交流
与合作处、大型活动组织单位负责人。

成立大型活动突发事件应急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全管理处，
主任由安全管理处负责人兼任。

领导小组下设5个应急工作小组：

1、指挥部：负责安排协调有关工作，畅通事件信息，统一安
排各小组队伍开展应急处置，督查应急落实情况。协调向上
级汇报和对外宣传事宜，控制事态发展。

3、现场秩序维持组：制定现场安保方案，负责场内观众有序
入座、安全进出，维持现场秩序；提前检查会场有无安全隐
患，及时向会场方提出并消除；不准观众携带危险物品进入
会场；维持好活动现场的内外秩序，保证参加活动人员的安
全。

4、应急疏散组：活动开始前入场了解场地应急疏散通道情况，
准确掌握疏散逃生通道并制定现场疏散预案；活动期间派专
人看守会场各入口大门，发生意外时负责第一时间打开疏散
大门，负责散场或发生意外时的人员疏导。

5、车辆引导组：负责与学校安全管理处对接车辆进出与停靠
方案；按照学校规定的车辆管理方案引导活动当天进出xx大
学校园的车辆，并使所有与活动有关的车辆按照预先设定的
方案行驶和停放。

6、医疗抢救组：负责活动现场突发伤病人员的抢救工作，对
现场出现的身体不适者及时进行救助治疗。对突发的群体性



意外伤害及时进行现场紧急救助，联系120中心帮助开展救助，
协助医院开展医疗抢救。

2、活动组织负责人第一时间向大型活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
组办公室和领导小组主要领导汇报。报告内容包括：发生事
件的时间、地点、人员伤亡状况、事件简要经过、事因的初
步判断、事后临时措施和现场控制情况。

3、学校大型活动安全领导小组应在事件发生后，根据情况确
定是否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校内大型活动对其承办活动的
安全负责。

1、突发事件发生后，大型活动承办单位负责人和活动场所管
理人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立即组织力量对现场进行先
期处置。

2、本着生命至上、先救人的原则，活动组织方必须立即组织
开展人员疏散，迅速开展抢险和人员救护工作，最大限度地
减少人员的伤亡，减少事件的危害和不利影响，控制事态的
进一步扩大。

由学校大型活动安全领导小组视情决定解除应急状态，并发
布应急结束信息。

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学校大型活动安全领导小组要认真组织
开展对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切实做好善后和责任追究工作。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学校大型集体活动应急预案及流程篇五

为了防止在学生进行大型集体活动时发生群死、群伤事故，
特制定本方案。



1、领导小组：组长（校长）副组长（副校长）成员（各科科
长）

2、承办单位：负责组织本次集体活动的科室、教研室。

1、组织学生大型集体活动前要有周密的活动安排（计划），
并报领导小组批准。

2、未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不准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

3、组织本次活动的负责人事先要对活动的安全状况进行考察，
消除不安全因素。

4、凡有学生集体活动，必须安排教师管理，保护学生。

（一）楼道安全管理及疏散

1、每天带班领导和值班教师要严格按照值班制度，在楼梯口
疏导学生。

2、禁止在校园教学区内踢球、爬墙、爬楼门、滑楼梯栏杆。

3、为防止学生在课间、集会等活动中出现拥挤等其他现象，
保证学生有秩序的上下楼，当天带班领导和值班教师负责在
楼道口进行监督、疏导。

4、各班主任要进行遵守秩序、礼貌礼让、爱护同学，加强学
生的自救自护的教育和训练。

5、学校总务科要不定期的对学校楼道、楼梯设施、楼梯照明
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二）集会、早操

1、学生集会、早操应由专人负责统一指挥，保证集会、早操



的纪律。

2、学生集会、早操应以班为单位，上下楼时不要拥挤，不催
促学生快跑，要有教师负责疏散管理，进出会场、操场要有
序，严防挤压事故的发生。

3、学生集会、早操应以班为单位，指定安排座位或站队，由
班主任负责，防止学生乱窜，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4、若组织学生集体外出，要制定周密的实施方案，并与有关
单位负责人共同商定安全措施。

5、对活动场地应事先考察，确保学生安全。

6、军训的强度应根据学生的年龄、身体状况而定，对患有不
适合参加集体活动疾病的学生应进行劝阻，避免不必要的事
情发生。

7、学校安全领导小组对集会、早操等活动实行全过程监控，
以防意外事故发生。

8、在阶梯教室开会或搞活动时，阶梯教室安全门必须打开。

（三）紧急情况的处理

1、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如火灾、拥挤、踩伤等，在场教职工
一定要让同学保持镇静，有秩序地进行疏散救治。

2、将现场情况立即报告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妥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