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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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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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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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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交通安全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水上交通运输也有了快速的发展。乘船出

行的乘客数量大大增加，但受天气以及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沉船事

故不时发生。希望大家通过学习本章，了解一些乘船的安全常识以及

容易引起沉船事故的原因，预防水上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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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安全导读

水上交通安全是指人类在水运及水上生产活动中，通过遵守

安全规范从而减少危险和隐患，来达到少出事故甚至不出事故的

目的。其标准是船舶（包括船上载有的人员、货物）是否发生事故。

1. 乘船时观景不当。（图 1）

2. 恶劣天气时乘船。（图 2）

3. 船只机械故障。（图 3）

4. 携带危险品上船。（图 4）

 什么是水上交通安全

   水上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图 1

图 3

图 2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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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1 年 9月 9日

2012年5月27日

伤亡人数

11 人死亡，其中

学生 9 人，成人

2 人，受伤 6 人

11 人死亡、5 人

受伤

事件经过

邵阳县塘田市镇夫夷水向茶村地段，

一艘客船因挂断滞留在河边的挖沙船

钢丝绳，造成客船侧翻下沉。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

沅江水域发生“湘辰溪客 0085”客船

沉没的重大水上交通事故。

表 1 近年来我国重大水上交通事故列表

图 5

第二节  安全案例

 非法客船坐不得

仔细观察图 5，乘坐非正规客船有什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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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劣天气少乘船

仔细观察图 6，在恶劣天气的情况下乘船会有什么危险？

安 全 隐 患

未办理登记，或是未经过船舶检验合格的船舶，其安全结

构、设备、船员配备、载客定额数等往往难以保证，而这些都

是事故发生的主要隐患。

安 全 规 范

1. 拒绝乘坐缺乏救护措施、无证经营、超载的船只。

2. 乘坐正规载客的客运船只（有船名、船籍港、船舶证书）。

   案 例 呈 现

2004 年 12 月 17 日 15 点 40 分，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向阳镇

瓦房渡口发生一起机动渡船沉船事故，造成 8 人死亡，2 人失踪的

严重后果。据初步调查，该船属于非法运营，造成事故的主要原

因是人员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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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安 全 隐 患

恶劣天气如暴风、大雨、大雪、浓雾等会使船的抗风能力、

操控性和机动性大大降低，极易发生船舶翻覆、搁浅、碰撞、

机械故障等水上交通事故，给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安 全 规 范

1. 当遇到大风大雨、浓雾等恶劣天气时，取消水上出行计划。

2. 船行途中一旦发生意外事故，乘船人员应按工作人员的指

示穿好船上配备的救生衣，不要慌张，更不要乱跑，以免影响船

的稳定性和抗风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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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例 呈 现

2015 年 3月 24日，广东省惠州市海滨区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由于当晚海上起风，海事部发布禁止夜钓的通知。然而一艘载有

18 名香港游客的木船仍然出海，在海上遇风浪发生沉船。18 名乘

客乘救生艇在海上漂 3 个小时才获救。

 乘船不带危险品

仔细观察图 7，携带危险品上船会有什么危险？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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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隐 患

船在航行时晃动幅度较大，可燃液体极易因晃动、碰撞造

成渗漏，遇明火时还可能引发火灾，从而危及轮船和其他旅客

的生命、财产安全。

   安 全 规 范

1. 乘船时不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

2. 客舱中严禁违章用火，一旦发现有影响旅客和船舶安全的

情况，应立即向机舱人员报告。

小 贴 士

乘船时不能带的物品

图 8

   案 例 呈 现

2011 年 1 月 28 日，一艘渡轮由海南岛驶往雷州半岛。出航约

40 分钟后渡轮突然失火，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数十人受重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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