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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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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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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行安全

自行车骑行安全是我们一直谈论的话题，无论是平时上学还是节

假日出游，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用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因此，自行

车骑行安全应引起同学们的广泛关注。本章将对高中生骑行过程中易

犯的错误进行分析，让大家了解骑行中的安全隐患，掌握骑行安全规

范，更安全地使用自行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自行车引发的交通事故，除了因骑行者不遵守交通规则或骑

行规范外，另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自行车出现故障，而大多数自行

车故障在骑行之前就已经出现。所以，出门前检查自行车的安全

状况，应该是每位骑行者必须做的一件事。

1. 检查制动系统。

合格的自行车必须拥有两套制动系统，即前轮刹车和后轮刹

车。出行前检查制动系统能保证骑行者在骑行时顺利地按照自己

的意愿来控制车辆。

2. 检查车轮是否牢固。

车轮牢固地固定于车架之上，骑行才能顺畅安全。出行前，

检查车轮固定螺丝或“快拆”是十分必要的。

3. 检查车座、车把牢固程度。

骑行过程中，车座、车把的螺丝若有松动，很有可能使车辆

的方向控制出现问题，容易导致摔倒等意外的发生，因而出行前

检查这两个部位的安全性是很有必要的。

4. 检查自行车的车铃是否有效。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合格的自行车必须具备车铃。

车铃在骑行过程中可以起到提醒其他路人避让的作用，从而有效

地减少自行车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出行前，检查自行车的车铃

是否有效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节  安全导读

 自行车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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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图 1，在公路上骑“死飞”自行车有什么危险？

第二节  安全案例

 “死飞”上路属违规

图 1

“死飞”自行车属于表演用车，此类自行车的飞轮是固定死的，

人踩轮转，人停车停。“死飞”自行车没有变速和制动装置，刹车

靠脚踏来控制飞轮的运行。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非机

动车辆必须符合国家非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自行车必

须有两套制动系统，而“死飞”不符合这一规定。所以，骑“死飞”

上公路，首先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另外骑行过程中一

旦遇上紧急状况，很有可能因失控而引发交通事故。

安 全 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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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14 日晚 8 时许，深圳市某高中的一名高二学生陈

某将“死飞”误骑入了机动车道，在避让一辆机动车时，由于“死

飞”刹车不及时，导致其与车辆剐蹭后卷入车轮下，身受重伤。

仔细观察图 2，骑行时，过猛使用前轮刹车有什么危险？

1．学习“死飞”自行车骑行技术前必须首先掌握车辆制动技术。

2.练习“死飞”自行车骑行技术应该选择空旷、平坦、无车的场地。

3.骑行时应遵守我国《非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规定，选择装

有两个制动系统的自行车。

   安 全 规 范

   案 例 呈 现

 刹车不当易摔伤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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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骑行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到制动装置，

符合安全标准的自行车都具备前刹车及后刹车两套制动装置，

但在骑行中遇到紧急状况需要急刹车时，过分地依赖前刹车或

者后刹车，很有可能造成以下危险情况。

1. 突然捏紧前刹车，身体重心前移过快，后轮抬起，骑行

者可能会被向前抛出，造成摔伤；（图 3）

2. 仅仅捏紧后刹车，可能引起后轮侧滑，若车辆控制不好

会导致摔伤，甚至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图 3）

3. 仅仅使用后刹车，制动距离相对较长，可能会导致刹车

效果不明显，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

图 3

安 全 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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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陕西省西安市的中学生刘某在放学回家途中，

与同学在公路上骑自行车飙车，行至一路口转弯时，为了躲避一

名骑车老人，慌乱中将前刹车和后刹车全部捏死，导致车辆失控，

向路中央滑去，撞到路中央隔离带上，造成肩部骨折。而机动车

道两辆正常行驶的车辆在避让刘某的过程中也发生严重碰撞。

   安 全 规 范

1．在公路骑行时，应该避免车速过快，禁止在公路上追逐、飙车。

2.雨雪天气骑行时，避免刹车力度过大，防止侧滑现象的发生。

3. 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紧急刹车时，应同时使用前后刹车并控制

身体重心不要过于前移，前刹车力度应略大于后刹车力度，这样就能

避免由于突然刹车造成翻车、侧滑等意外情况。（图 4）

   案 例 呈 现

图 4

4. 骑行至拐弯处应提前减速，避免在自行车拐弯时紧急刹车，

导致车辆侧滑入路中央与机动车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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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撑伞骑行欠平衡

仔细观察图 5，下雨天打伞骑行有什么危险？

1. 骑行过程中打伞，伞会像船帆一样产生比较大的风阻，

有汽车从身旁快速驶过时，强大的气流很容易影响骑车人的稳

定性。

2. 单手扶车把很难做到既握紧雨伞又掌控好自行车的方向，

所以，雨天撑伞骑行很可能会因用力失衡而导致自行车偏离预定

方向，甚至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致使人和车直接摔倒。

3. 骑行过程中撑伞，容易因遮挡视线，而与前方行人或

车辆发生碰撞，引发交通事故。

安 全 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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