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安全周工作计划表
计划是提高工作与学习效率的一个前提。做好一个完整的工
作计划,才能使工作与学习更加有效的快速的完成。计划怎么
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班级安全周工作计划表篇一

（1）安全工作要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要把安全放在各项
工作之首，对学生负责，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

（2）增强安全意识，落实安全工作制度，努力把安全防范工
作做细坐实，杜绝一切安全事故的发生。

（3）加强安全教育，利用好晨会、班会、帮助学生确立安全
意识。严格课间、午间活动，尽可能地杜绝追逐、打闹现象，
规范自主行为，增强安保能力。加强对学生校外行为的安全
教育与引导，做到不玩火、不玩水、不玩电、不玩车。

（4）细化安全管理，注重安全防范，切切实实做好对学生的
活动监护工作，切实保证学生在校园内的安全。严格对学生
的课间午间活动、上下楼梯、集会集队、体育课、活动课等
安全的护导与管理，细化安全监护工作。

（5）严把学生饮食卫生关，消除食堂及饮用水源等一切卫生
安全隐患。

（6）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立即处置，
扫除一切不完全因素。

校园安全事关全体师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事关学校和社会
的稳定和发展。安全工作是学校的头等大事，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 安全管理是动态管理，不可能一劳永逸。按照安全



工作制度规定和内在规律，抓好落实。在经常性上下真功夫，
坚持经常性地督促检查，常抓不懈。为把我班建成一个安全、
文明、和谐的学习环境而努力工作。

班级安全周工作计划表篇二

本班有学生54人，其中男生25人，女生29人，班级安全保护
工作是做好学校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是搞好班级教育教学
的必要保障。重视班级安全管理和对学生进行经常性的安全
教育及自我保护教育，这样才能使学校和班级有一个安全、
稳定的教育教学环境，才能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学校顺
利开展各项工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教育学生遵守规则，游戏中不做危险动作（如：头朝下滑滑
梯、由下向上爬滑梯、不攀爬等），不携带危险物品进行游戏
（如：剪刀、玩具等尖锐物件），不擅自离开集体，同伴间
友好相处，互相谦让，不挤不撞，不（打、推、咬、抓）人。

1、分析班级学生的行为和习惯，制定切实可行的班级安全工
作规章制度。

2、针对当前感冒时常发生现状，积极在班级宣传防控措施，
张贴相关知识明白纸，出防控黑板报，监督好值日人员的开
窗通风及消毒工作。

3、重视安全教育，要经常在班内回顾总结安全上存在的隐患，
提出引起注意和需改正的要求。

4、交通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是安全教育重中之重的教育，
要把交通安全教育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必须每周进行集中
教育，以及做好放学路对的管理。

5、防课间意外的教育，在学校时，玩耍、做游戏应到操场上，
教室里追跑、疯打。不做有害身体健康的游戏。做广播操，



学生排队时，不要拥挤，要有序进场、进班。

6、防溺水教育，要进行防溺水的教育，开展以溺水后自救，
溺水者的救护为主要内容的教育。

7、防触电的教育，对同学们进行电的基本知识讲座，预防触
电事故的发生以及对触电后急救常用知识的了解和应用。

8、防食物中毒的教育，多宣传饮食卫生和防止食物中毒的教
育，以杜绝同学们食物中毒的事件发生。

9、防病、防体育运动伤害的教育；重视同学们身体健康教育，
建立个人健康档案，体育活动应重视安全保护措施，积极做
好运动前的准备操，尽量避免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

10、防火、防盗、防沼气中毒等的安全教育；检查班里的防
电设施，落实专人负责，班里应经常开展防火、防盗、防沼
气中毒等的防范措施教育。

利用晨间活动和班队课进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法制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饮食卫生、消防安全、危险物品安全、财产
安全、安全预警、预防和应急自救等教育，做到有计划、有
内容、针对性强。

严格执行学生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做到及时、准确。妥善处
理各类突发事件。

放学后，检查班级电器是否关闭、有无滞留学生、关好门窗
方可离校。

2月：交通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

3月：防课间意外的教育、防溺水教育。

4月：防触电的教育、防食物中毒的教育。



5月：防病、防体育运动伤害的教育。

6月：防火、防盗、防在、沼气中毒等的安全教育。

班级安全周工作计划表篇三

班级是学生们上课与课间活动的.重要场所，虽然班级环境很
稳定自然，但是同样需要防微杜渐，加强班级安全工作刻不
容缓。

1，加强班级安全工作教育力度，强化班级安全工作意识，提
高每一名学生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2，经常性开展安全检查工作，摸清问题症结，消除安全隐患，
防范于未然。

3，加强学生管理工作，规范学生行为，防止学生做出可能促
发危险事故的微笑举动。

定期开展班级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告之学生安全知识，做好
安全教育宣传工作。

班级安全周工作计划表篇四

时间的脚步是无声的，它在不经意间流逝，我们的工作又将
迎来新的进步，写一份工作计划，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准备吧！
工作计划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收集
整理的班级安全工作计划8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新学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为了使六年级这个学期的安全工
作不出现一点小问题，为今后的安全工作指明正确的方向，
现将本学期的安全工作做一个计划。

一、学生的知识、能力与非智力因素的基本分析:



六年级共有41个学生，其中男生18人，女生23人。学生来自
乌迳镇黄塘村民委员会、龙迳村民委员会、响联村民委员会
的农民子女。学校地处公路边，人多车多。许多车和驾驶员
都是无牌无证，给学生的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学校地方小，
学生多，上下楼梯等拥挤，也极易造成安全事故。学生的安
全防范意识较差。再加上学生吃零食现象较多，容易造成食
物中毒。

1、 加强安全教育。安全教育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的日常工
作，要时时讲，事事讲。每个星期一的班会课，都要抽出时
间讲安全问题。如防火、防水、防雷、防电、交通、饮食、
疾病等的教育。还要求学生在校园里不要追跑打闹，上下楼
梯要靠右走，不要拥挤。

1、进一步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防止学生意外事故的发生。

1、除每周随时注重安全教育外，将每月第一周定为安全教育
周，开展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3、及时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专题课和日常课的授课，并布置安
全作业，让家长带着学生一起做，充分重视安全教育。

4、召开一次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主题班会。

5、开展板报宣传活动：班级内出一期以宣传“安全知识”为
主要内容的黑板报。

各月工作重点：

五月：积极开展“问候暖人心”的活动，调整班级的班级公
约，积极引导部分孩子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积极向上正能
量。



六月：进行关爱教育，增强学生的小主人公意识，主动关心、
关爱他人，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抓起，重点培养学生的集
体荣誉感。

七月：对学生进行基础安全知识教育。采用小组比赛的形式，
学生之间相互监督。

2、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工作制度，制订落实安全措施。将学
生做操、上课、下课、上学放学、卫生等都作出明确规定，
规范安全行为。同时，经常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排查，发
现问题，尽快解决。

3、我班将进一步加强和落实防火、防水、防活动伤害等防范
措施，明确规章，和任课教师齐抓共管，实行责任制。

4、利用安全教育平台，进一步加强安全宣传力度，多形式、
多渠道、全方位地持久地开展安全教育。加强校内学生活动
的安全工作，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不做危险性游戏。

班级安全周工作计划表篇五

教育小学生遵守活动规则，不携带危险物品进行游戏（如：
剪刀、玩具等尖锐物件），游戏中不做危险动作，不擅自离
开集体，同伴间友好相处，互相谦让，不挤不撞，不（打、
推、咬、抓）人。

进餐不吃不洁净与变味发霉的食物，进餐时注意带刺带骨食
物安全，以及乘热菜热汤时的安全事项。注意上下楼梯的安
全。

教育小学生不动插座、电板，以防触电，不将手指放在门、
窗处，以防夹伤，注意不玩水、火、肥皂以及消毒物品，教
育入厕小学生时不推不挤，以防撞伤、碰伤。



请家长配合将需吃药的的药品小学生上写明姓名、剂量、时
间等，教师做好药品管理工作，以免学生误食。

做好家庭住址较远孩子的记录，并与家长联系好接送方式。

向家长宣传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安全教育活动，请家长
积极配合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及家居生活安全与家居活动环
境安全（如：烧伤、烫伤、触电、中毒、摔伤等预防教育工
作）。

熟记自家住址、电话号码、父母姓名等，训练引导识别方向，
告诫学生不要轻信陌生人，若一人在家，不可随意开门。遇
到危险时，教育学生学会躲避（如：发生火灾时的自救方
法）。培养学生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学会自理。 8、教师对
学生能够进行随时随地的交通安全教育，使其能够配合班主
任搞好全班的交通安全教育工作，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

班级安全周工作计划表篇六

1、班主任要分析班级学生的行为和习惯，制定切实可行的班
级安全工作规章制度。

2、积极在班级宣传防控措施，张贴相关知识明白纸，出防控
黑板报，监督好值日人员的开窗通风及消毒工作。

3、重视安全教育，要经常在班内回顾总结安全上存在的隐患，
提出引起注意和需改正的要求。

(1)交通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是安全教育重中之重的教育，
要把交通安全教育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必须每周进行集中
教育，以及做好放学路对的管理。

(2)防课间意外的教育，在学校时，玩耍、做游戏应到操场上，
教室里追跑、疯打。不做有害身体健康的游戏。做广播操，



学生排队时，不要拥挤，要有序进场、进班。

(3)防溺水教育，要进行防溺水的教育，开展以溺水后自救，
溺水者的救护为主要内容的教育。

(4)防触电的教育，对同学们进行电的基本知识讲座，预防触
电事故的发生以及对触电后急救常用知识的了解和应用。

(5)防食物中毒的教育，多宣传饮食卫生和防止食物中毒的教
育，以杜绝同学们食物中毒的事件发生。

(6)防病、防体育运动伤害的教育;重视同学们身体健康教育，
建立个人健康档案，体育活动应重视安全保护措施，积极做
好运动前的准备操，尽量避免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

(7)防火、防盗、防煤气中毒等的安全教育;检查班里的防电
设施，落实专人负责，班里应经常开展防火、防盗、防煤气
中毒等的防范措施教育。

4、要经常利用晨间活动和班队课进行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
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饮食卫生、消防安全、危险物品
安全、财产安全、安全预警、预防和应急自救等教育，做到
有计划、有内容、针对性强。

5、严格执行学生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做到及时、准确。妥善
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6、放学后，检查班级电器是否关闭、有无滞留学生、关好门
窗方可离校。

班级安全周工作计划表篇七

根据“《幼儿园规程》第十六条



幼儿园应建立房屋、设备、消防、交通等安全防护和检查制
度;建立食品、药物等管理制度和幼儿接送制度，防止发生各
种意外事故。应加强对幼儿的安全教育。”为指导思想。

二、班况分析：

我班现有幼儿38名，小班幼儿的自我保护本事较差，安全意
识薄弱。

三、工作目标：

1.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2.防止幼儿意外事故的发生。

四、具体实施方案：

(一)一日活动中的体现：

1.早上来园时，带班教师要注意幼儿的健康状况，稳定幼儿
情绪，异常是个别要往外跑的小朋友，要注意不让他们往门
外跑，不让他们离开自我的视线。要注意小朋友是否带有危
险物品，如：别针、纽扣、小刀、硬币、铁丝、玻璃器皿等
到幼儿园。如果有，教师要及时将其收藏，以免吞进肚里或
刺伤其他小朋友。

2.幼儿生活活动时，必须要有保育教师跟着，以免幼儿在上
厕所时滑倒摔伤;洗手时注意幼儿不要把水龙头开的太大，以
免弄湿衣服;喝水时要注意开水的冷热，避免烫伤。

3.晨间谈话或教育活动时，教师要教育幼儿不动插座、电板，
以防触电，不将手指放在门、窗处，以防夹伤，注意不玩水、
火、肥皂以及消毒物品，教育幼儿入厕时不推不挤，以防撞
伤、碰伤。来园要与教师相互问好，不在园内其他地方逗留;



离园时必须与教师道别，并说明来接者的身份，不跟陌生人
离开或擅自离园。要教幼儿识别特殊号码的用途(如110、119、
120)。遇到危险时，教育幼儿学会躲避。培养幼儿多做力所
能及的事，学会自理。在带班时，每一天都要注意是否有小
朋友遗留在厕所等地。教育活动时避免幼儿在教室乱跑乱撞。

4.幼儿进餐、午睡时，教师要注意带刺带骨食物安全，以免
幼儿卡喉。盛热菜热汤时要注意避开幼儿，以免幼儿烫伤。
吃饭时，教师要教育幼儿不要边吃边说话，或边吃边笑，以
防食物呛入气管。午睡时要巡视幼儿是否蒙头睡觉，有否在
玩衣物(如：扣子、珠子、发夹、拉链等物品)，要注意有嗜
好的幼儿吮吸手指、被角或饰物。

5.户外活动时，教师要事先检查幼儿衣着是否整齐，衣服要
束在裤子里并系紧鞋带，以防摔跤。要教育幼儿遵守活动规
则，不携带危险物品进行游戏(如：剪刀、玩具等尖锐物件)，
游戏中不做危险动作(如：头朝下滑滑梯、由下向上爬滑梯、
不攀爬等)，不擅自离开团体，同伴间友好相处，互相谦让，
不挤不撞，不(打、推、咬、抓)人。要稳定幼儿情绪，不让
幼儿太激动，以免乱奔乱跑，发生意外。教师要注意大型器
械玩具的转弯拐角处，以免幼儿碰撞。活动时教师必须要在
旁边看着，不要让一个幼儿离开自我的视线范围。排队集合
时，不能让幼儿拥挤，在转弯抹角的地方不能跑，防止碰撞。

6.离园接送时，两位教师都必须在场，一个教师必须要把孩
子亲手交给家长，一个教师管好其他小朋友。与家长交流时，
一个教师必须在看小朋友，不能两个教师同时与家长交流。
如有陌生人来接，要问清是幼儿的什么人防止陌生人接走幼
儿。

7.幼儿离园后，教师要再次检查活动室、寝室、盥洗室是否
有遗留的孩子，要拔掉电器插头，关掉电源，关掉锁好门窗
后才能离开。



(二)家长工作中的体现

1.向家长宣传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幼儿园的安全教育活
动，请家长积极配合幼儿园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及家居生活
安全与家居活动环境安全(如：烧伤、烫伤、触电、中毒、摔
伤等预防教育工作)，积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2.让家长配合班级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告诉幼儿一些安全
知识以及一些防范措施。如熟记自家住址、电话号码、父母
姓名等，训练引导幼儿识别方向，告诫幼儿不要轻信陌生人，
若一人在家，不可随意开门等。

(三)教师工作中的体现

1.教师要有强烈的安全保护意识，要加强职责心，要时刻把
安全工作放在首位，保证每位幼儿的安全。

2.教师要及时排除班内不安全隐患：要检查教室每一个角落，
将危险物品放到幼儿触摸不到的地方，(如热水瓶不能随意放
置、插座要放到幼儿够不着的地方、药品要放进药箱里并锁
好等)。

3.保育教师要做好午睡值班工作：要认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4.教师要经常利用一日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对幼儿进行安全
教育，培养幼儿初步的安全意识及自我保护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