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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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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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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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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航空交通安全

与陆地交通工具相比，飞机更加方便快捷，但频发的空难事

故，无一不在提醒人们思考安全乘机的问题。本章将着重介绍乘

机安全规范及飞行中应如何应对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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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会因天气突变、机械故障、燃料用尽、迷航、

人为原因等发生航空事故。表 1 是我国（包括台湾地区）民航近

几年发生的严重航空事故列表。

表 1  近几年来我国重大航空事故

时间

2000.6.22

2002.4.15

2002.5.7

2004.1.21

地点

武汉

韩国釜山

大连

包头

伤亡人数

机上51人，

全部遇难。

机上128人，

全部遇难。

机上112人，

全部遇难。

机上53人，

全部遇难。

事件经过

恩施—武汉的航班，在向武汉王家

墩机场降落时，遭遇雷雨，飞机在盘

旋过程中可能遭遇雷击，失控坠地。

北京—韩国釜山的航班，由于天

气恶劣，首次着陆失败后，准备再次

着陆最后降落时，突然撞山。

北京—大连的航班，在向大连机

场降落时，机舱失火，失控坠海。

包头—上海的航班，飞机从包头机

场起飞后坠入距机场不远的南海公园，

疑似在飞机冷启动时没有严格按照规

定进行预热操作，导致飞机的液压有

恒温系统（用于防止冻结）失灵。

 航空事故发生的常见原因

第一节   安全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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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发生故障的预兆

时间

2010.8.24

2014.7.23

地点

伊春

澎湖

伤亡人数

机上共91人，

44人遇难，

52人受伤。

机上共58人，

47人遇难，

11人受伤。

事件经过

哈尔滨—伊春的航班，飞机在向

黑龙江省伊春市林都机场降落过程中，

由于机长操作失误，导致飞机撞地。

高雄—澎湖的航班，疑似因天

气骤变突然迫降，导致飞机重摔入

澎湖西溪村民宅。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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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图 2，飞机落地前解开安全带并离开座位有什么危险？

第二节   安全案例

 飞机起降须当心

图 2

安 全 隐 患

飞机起飞和降落期间，是飞机最容易发生事故的阶段，称为黑

色13分钟。飞机未停稳就解开安全带，在飞机俯冲或突然向上爬行、

转圈时，容易将人甩出座位，造成伤亡。（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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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登机后，应仔细阅读前排椅背上放置的安全须知，认真观

看乘务员的介绍和示范，熟练掌握系上和解开安全带的方法，学

会使用氧气面罩。

2. 在飞机起飞或降落未停稳前，应坐稳并系好安全带，严禁

起身站立。

3. 飞机在起飞、着陆的过程中应打开窗户的遮光板，收起小

桌板，调直座椅靠背。（图 4）

安 全 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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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贴 士

图 5

图 4

安全带使用方法：就座后应首先将安

全带系好。系安全带时，锁扣一定要朝上，

尽量减少其他物品的阻隔。若使用毛毯，

应尽量把毛毯系在安全带的里面。解开安

全带时打开锁扣，拉出插片，千万不要和

汽车按压式的锁扣混淆。另外，安全带应

该系得低而紧。（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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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3 年 7 月 6 日，由韩国仁川飞往美国旧金山的航班，在降

落时，因起落架异常，飞机滑出跑道，机身起火。事故造成 180

人受伤，其中 49 人重伤，另有 2 人身亡。经事故调查组推断，2

人有可能是在飞机未降落时就解开了安全带，因此，被失事客机

尾部撞击地面时产生的强大冲击力甩到了机舱外。

案 例 呈 现

 电子设备勿使用

仔细观察图 6，在飞机飞行过程中使用手机会有什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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