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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小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 他们的安全不仅关乎亿万家庭

的幸福 , 更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增强中小学生安全意识和预防及应

对意外伤害的能力,保障中小学生安全地成长是教育的职责、国家的使命。

由于中小学生从小生活在父母和老师的百般呵护之中 , 生活经验不

足 , 缺乏预防及应对意外伤害与自然灾害的基本常识和经验 , 中小学生安

全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分析近年来发生在各地中小学的

伤害事故 , 我们深感学生安全教育的缺位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最重要原因。

中小学生安全意识薄弱和安全防范能力欠缺的局面必须改变 !

中小学安全教育工作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 , 在《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在大中专院校和中小

学开设安全知识课程 , 提高青少年在道路交通、消防、城市燃气等方面的

识灾和防灾能力。”教育部也一直将学校安全工作摆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

置 , 先后制定了《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

导纲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 督促学校开

展安全教育工作 , 提高学校、学生对安全的重视程度。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委员会联合多家专业部门 ,

在遵循教育部颁布的纲要性指导文件的基础上 , 共同组织编写了这套《中

小学生安全与保障教育》系列丛书。该丛书共 12 册，以预防及减少学生

安全事故的发生为目标 , 遵循学生的生活轨迹 , 从交通安全、家庭安全、

公共安全、卫生安全、校园安全、自然安全、运动安全及社会安全八个角度,

分册总结了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年龄段学生可能涉及的安全问题及应对

方法。

为多层次多角度地保障学生安全 ,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中小学安全教育

的幸福 , 更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增强中小学生安全意识和预防及应

对意外伤害的能力,保障中小学生安全地成长是教育的职责、国家的使命。

由于中小学生从小生活在父母和老师的百般呵护之中 , 生活经验不

足 , 缺乏预防及应对意外伤害与自然灾害的基本常识和经验 , 中小学生安

全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分析近年来发生在各地中小学的

伤害事故 , 我们深感学生安全教育的缺位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最重要原因。

中小学生安全意识薄弱和安全防范能力欠缺的局面必须改变 !

中小学安全教育工作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 , 在《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在大中专院校和中小

学开设安全知识课程 , 提高青少年在道路交通、消防、城市燃气等方面的

识灾和防灾能力。”教育部也一直将学校安全工作摆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

置 , 先后制定了《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

导纲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 督促学校开

展安全教育工作 , 提高学校、学生对安全的重视程度。

由于中小学生从小生活在父母和老师的百般呵护之中 , 生活经验不

足 , 缺乏预防及应对意外伤害与自然灾害的基本常识和经验 , 中小学生安

全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分析近年来发生在各地中小学的

在遵循教育部颁布的纲要性指导文件的基础上 , 共同组织编写了这套《中

小学生安全与保障教育》系列丛书。该丛书共 12 册，以预防及减少学生

安全事故的发生为目标 , 遵循学生的生活轨迹 , 从交通安全、家庭安全、

公共安全、卫生安全、校园安全、自然安全、运动安全及社会安全八个角度,

分册总结了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年龄段学生可能涉及的安全问题及应对

为多层次多角度地保障学生安全 ,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中小学安全教育

伤害事故 , 我们深感学生安全教育的缺位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最重要原因。

中小学生安全意识薄弱和安全防范能力欠缺的局面必须改变 !

中小学安全教育工作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 , 在《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在大中专院校和中小

学开设安全知识课程 , 提高青少年在道路交通、消防、城市燃气等方面的

识灾和防灾能力。”教育部也一直将学校安全工作摆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

置 , 先后制定了《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

导纲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 督促学校开

展安全教育工作 , 提高学校、学生对安全的重视程度。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委员会联合多家专业部门 ,

在遵循教育部颁布的纲要性指导文件的基础上 , 共同组织编写了这套《中

小学生安全与保障教育》系列丛书。该丛书共 12 册，以预防及减少学生

安全事故的发生为目标 , 遵循学生的生活轨迹 , 从交通安全、家庭安全、

公共安全、卫生安全、校园安全、自然安全、运动安全及社会安全八个角度,

分册总结了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年龄段学生可能涉及的安全问题及应对

学开设安全知识课程 , 提高青少年在道路交通、消防、城市燃气等方面的

识灾和防灾能力。”教育部也一直将学校安全工作摆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

置 , 先后制定了《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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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委员会配套丛书设立了安全教育线上教学与评价中心 , 建立了科学专业

的师资培训体系。同时 , 坚持教育与保障并举 , 全面系统地打造学生安全及

保障体系。

值此系列丛书出版之际 , 我们衷心地感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学校教育部

及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对本丛书编撰工作的大力支持。

如果把各类安全隐患比作同学们成长过程中的一道道关卡 , 那么《中小

学生安全与保障教育》就是一部有效的“通关攻略”—— 从家中到学校 ,

从室内到户外 , 从现实到网络……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该丛书学安全、懂安

全 , 真正从心里认识到“安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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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乘车安全

儿童的乘车安全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提高儿童的乘车安全

意识，确保儿童乘车安全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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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乘坐公交车时不扶扶手。（图 1）

2. 地铁即将关门时强行进入。（图 2）

3. 乘车时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图 3）

4. 车内摆放装饰品。（图 4）

5. 乘车时不系安全带。（图 5）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平均每年有 18 500 名儿童死于道路交通

事故，死亡率是欧洲国家的 2.5 倍，是美国的 2.6 倍。这些惨痛的血

泪教训提醒我们，关爱儿童、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刻不容缓。

乘车安全的重要性

易发情境

第一节   安全导读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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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须系安全带

图 3 图 4

图 5

第二节   安全案例

仔细观察图 6，乘坐大巴车时不系安全带，会有什么危险？



4

图 6

安全隐患

乘坐大巴车不系安全带，一旦车辆发生急刹车、急转弯或撞

车、追尾等情况，由于惯性，人的身体会因不受控制而与周边物

体产生碰撞，从而造成身体伤害，严重时更会危及生命。（图 7）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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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乘坐大巴车时，不要随意在车上走动，以免摔倒。

2. 乘车时，应该系好安全带。

2013 年 10 月 7日上午，在G15甬台温高速宁海收费站附近，一

辆从台州温岭开往宁波的大客车发生侧翻，造成 2死 5伤的重大交通

事故。经调查，事故中的1名成人及1名儿童坐在大巴车后排座位上，

皆因未系安全带而被甩出车外，继而被侧翻的大巴车压死。

图 8

儿童勿坐副驾驶

仔细观察图 8，儿童乘车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会有什么危险？

安全规范

案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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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乘车时，应让孩子坐在后排位置并系上安全带。

2. 当儿童身体倚靠在后排座时，若膝盖不能自然弯曲，或脚弯

曲时不能触地，则需要使用安全座椅。

2013年 7月，在泉南高速公路鹿寨路段，一辆银白色轿车与一辆

大货车追尾，轿车近半个车身钻进大货车尾部车底。轿车载有 3名男

子和 2名女子，其中包括 1名男孩。不幸的是，坐在副驾驶的男孩当

场死亡。经调查，事故是由于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男孩擅自触碰按钮，

干扰司机驾驶所致。

仔细观察图 9，汽车内摆放太多物品，会有什么危险？

安全隐患

1. 由于儿童天性好动，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可能会干扰司机

驾车，从而引发事故。

2. 若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一旦发生事故，由于其身形较

小，安全气囊崩开的位置往往在其头顶，非但起不了保护作用，

反而会对其造成伤害。

车内饰品勿摆放

安全规范

案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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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

图 9

1. 若在车内放置带有棱角的坚硬物品，当急刹车或车子追

尾时，这些物品很可能由于惯性产生移动，对乘车人员造成伤害。

2. 若物品摆放过多，容易遮挡驾驶者的视线，扩大驾驶盲

区，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

1.保持车内操作台、后挡风玻璃的干净、整洁。（图 10） 

2.应在不遮挡驾驶者视线的前提下选择放置柔软无棱角的物品。

图 10

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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