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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大学生安全知识 ，抓好大学生安全教育 ，提高大学生自我保护能力 ，最大限度地保

证大学生不受违法分子的侵害 ，避免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不仅是保证大学生人身生

命财产安全的需要 ，也是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最基本的要求 。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 ，人们思想的独立性 、选择性 、

差异性明显增强 ，使社会呈现出多种思想观念并存的局面 。这一时期不仅是社会转型的重

要时期 ，同时也是人们心理转型的重要时期 ；不仅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同时也

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 、刑事治安案件高发的时期 。各种新的不平衡 、不和谐因素增多 ，各类

不安全隐患也不断出现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

作为新青年一代的大学生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困扰 ，如学习生活环境日益复杂化 、社会

化 ，毕业生就业压力日趋增大 ，校园治安等安全问题出现许多新情况等 。当代大学生从小就

生活在呵护之中 ，涉世未深 、生活阅历不足 ，缺乏必要的预防和应对外来侵害 、灾害事故方面

的基本常识和经验 ，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还比较欠缺 ，心理承受能力也相对较弱 。在多重因

素的影响下 ，大学生身边的隐患引发许多安全问题 ，造成各种事故的发生 ，给个人 、家庭和社

会带来巨大伤害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为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法制观念 、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 ，我们在广泛调查和借鉴各高校安全教育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近年来在高校发生的

一些典型事故案例 ，编辑了这本大学生安全教育教材 ，力求微言大义 ，警钟长鸣 ，防患未然 ，

帮助大学生了解更多的安全知识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使大学生平安愉快地度过美好的大学

时光 ，共同推进安全校园与和谐社会建设 。

本书针对大学生的特点 ，在知识点选择和编排方面力求内容丰富 、生动易懂 ，与目前市

场上其他同类教材相比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

（１）内容更为丰富 。本书在对常见安全知识进行编排的同时 ，注重对报刊资料 、知识性

常识 、专业性防护措施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介绍 ，以最大程度扩大大学生的知识面 。

（２）图文结合程度高 。本书配有大量的插图和卡通漫画 ，以方便学习者了解和记忆相关

知识 ，同时增加阅读的趣味性 。

（３）注重过程分析 。本书更加注重对安全事故主观层面的原因分析 、过程分析 ，能够充

分调动大学生主观能动性 ，不仅使其掌握知识 ，而且能提高其思想觉悟和加强自身修养 。

在讲授本教材内容时 ，各高校教师可根据本校具体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条件等情况 ，对书

中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选择 ，对相应的学时进行适当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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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学时分配表

内 　容 讲授课时

第一章 　安全意识 　安全知识 　防范能力 １ 侣贩畅５

第二章 　法律法规 　校园稳定 　住宿安全 ２ 痧
第三章 　国家安全 　突发事件 　自然灾害 １ 侣贩畅５

第四章 　人身安全 　卫生安全 　财产安全 ２ 痧
第五章 　交友安全 　恋爱安全 　心理安全 １ 侣贩畅５

第六章 　拒绝毒品 　抵制赌博 　远离淫秽 １ 侣贩畅５

第七章 　学习安全 　就业安全 　权益保障 ２ 痧
第八章 　交通安全 　旅游安全 　食品安全 ２ 痧
第九章 　逃生技能 　野外生存 　急救知识 １ 侣贩畅５

第十章 　掌握常识 　正确报警 　化险为夷 ２ 痧
第十一章 　文件通知 　安全标志 　了然于胸 １ 侣贩畅５

总学时 １９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作为通识教材使用 ，也可作为安全教育工作者岗前培训教材或自学

参考书 。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 ，参考和使用了有关资料 ，在此谨向这些资料的作者致以诚挚的

谢意 。

由于编者水平和经验有限 ，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 ，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编 　者

２０１０年 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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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全意识 　安全知识 　防范能力 １⋯⋯⋯⋯⋯⋯⋯⋯⋯⋯⋯⋯⋯⋯⋯⋯⋯⋯⋯⋯

第一节 　树立安全意识 　防患于未然 １⋯⋯⋯⋯⋯⋯⋯⋯⋯⋯⋯⋯⋯⋯⋯⋯⋯⋯⋯⋯

　 　一 、大学生应树立哪些方面的意识 １⋯⋯⋯⋯⋯⋯⋯⋯⋯⋯⋯⋯⋯⋯⋯⋯⋯⋯⋯

　 　二 、大学生如何判断安全环境 ２⋯⋯⋯⋯⋯⋯⋯⋯⋯⋯⋯⋯⋯⋯⋯⋯⋯⋯⋯⋯⋯

第二节 　接受安全教育 　掌握安全知识 ３⋯⋯⋯⋯⋯⋯⋯⋯⋯⋯⋯⋯⋯⋯⋯⋯⋯⋯⋯

　 　一 、大学生接受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３⋯⋯⋯⋯⋯⋯⋯⋯⋯⋯⋯⋯⋯⋯⋯⋯⋯⋯⋯

　 　二 、大学生应掌握的安全知识 ４⋯⋯⋯⋯⋯⋯⋯⋯⋯⋯⋯⋯⋯⋯⋯⋯⋯⋯⋯⋯⋯

第三节 　积极参加演练 　提高防范能力 ５⋯⋯⋯⋯⋯⋯⋯⋯⋯⋯⋯⋯⋯⋯⋯⋯⋯⋯⋯

　 　一 、大学生必须参加的安全演练和培训 ５⋯⋯⋯⋯⋯⋯⋯⋯⋯⋯⋯⋯⋯⋯⋯⋯⋯

　 　二 、大学生应具备的安全防范能力 ６⋯⋯⋯⋯⋯⋯⋯⋯⋯⋯⋯⋯⋯⋯⋯⋯⋯⋯⋯

第二章 　法律法规 　校园稳定 　住宿安全 ９⋯⋯⋯⋯⋯⋯⋯⋯⋯⋯⋯⋯⋯⋯⋯⋯⋯⋯⋯⋯

第一节 　增强法律意识 　预防违法犯罪 ９⋯⋯⋯⋯⋯⋯⋯⋯⋯⋯⋯⋯⋯⋯⋯⋯⋯⋯⋯

　 　一 、大学生应学习哪些法律法规 １０⋯⋯⋯⋯⋯⋯⋯⋯⋯⋯⋯⋯⋯⋯⋯⋯⋯⋯⋯⋯

　 　二 、如何才能有效预防违法犯罪 １１⋯⋯⋯⋯⋯⋯⋯⋯⋯⋯⋯⋯⋯⋯⋯⋯⋯⋯⋯⋯

第二节 　提高政治觉悟 　维护校园稳定 １３⋯⋯⋯⋯⋯⋯⋯⋯⋯⋯⋯⋯⋯⋯⋯⋯⋯⋯

　 　一 、大学生如何提高政治觉悟 １４⋯⋯⋯⋯⋯⋯⋯⋯⋯⋯⋯⋯⋯⋯⋯⋯⋯⋯⋯⋯⋯

　 　二 、维护高校校园稳定的知识 １６⋯⋯⋯⋯⋯⋯⋯⋯⋯⋯⋯⋯⋯⋯⋯⋯⋯⋯⋯⋯⋯

　 　三 、高校大学生灾害事故主要种类 １９⋯⋯⋯⋯⋯⋯⋯⋯⋯⋯⋯⋯⋯⋯⋯⋯⋯⋯⋯

　 　四 、高校灾害事故原因分析 １９⋯⋯⋯⋯⋯⋯⋯⋯⋯⋯⋯⋯⋯⋯⋯⋯⋯⋯⋯⋯⋯⋯

第三节 　遵守校纪校规 　构建和谐校园 ２１⋯⋯⋯⋯⋯⋯⋯⋯⋯⋯⋯⋯⋯⋯⋯⋯⋯⋯

　 　一 、大学生如何做到遵守校纪校规 ２２⋯⋯⋯⋯⋯⋯⋯⋯⋯⋯⋯⋯⋯⋯⋯⋯⋯⋯⋯

　 　二 、大学生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作用 ２５⋯⋯⋯⋯⋯⋯⋯⋯⋯⋯⋯⋯⋯⋯⋯⋯⋯⋯

第四节 　遵守住宿规定 　排除安全隐患 ２７⋯⋯⋯⋯⋯⋯⋯⋯⋯⋯⋯⋯⋯⋯⋯⋯⋯⋯

　 　一 、宿舍常见的安全隐患与防范 ２８⋯⋯⋯⋯⋯⋯⋯⋯⋯⋯⋯⋯⋯⋯⋯⋯⋯⋯⋯⋯

　 　二 、校外租房注意事项 ３０⋯⋯⋯⋯⋯⋯⋯⋯⋯⋯⋯⋯⋯⋯⋯⋯⋯⋯⋯⋯⋯⋯⋯⋯

第三章 　国家安全 　突发事件 　自然灾害 ３３⋯⋯⋯⋯⋯⋯⋯⋯⋯⋯⋯⋯⋯⋯⋯⋯⋯⋯⋯

第一节 　维护国家安全 　抵制邪教迷信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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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增强政治敏感 ，提高辨别力 ３４⋯⋯⋯⋯⋯⋯⋯⋯⋯⋯⋯⋯⋯⋯⋯⋯⋯⋯⋯⋯

　 　二 、维护国家安全基本知识 ３５⋯⋯⋯⋯⋯⋯⋯⋯⋯⋯⋯⋯⋯⋯⋯⋯⋯⋯⋯⋯⋯⋯

　 　三 、自觉抵制邪教迷信 ３６⋯⋯⋯⋯⋯⋯⋯⋯⋯⋯⋯⋯⋯⋯⋯⋯⋯⋯⋯⋯⋯⋯⋯⋯

　 　四 、安全使用网络 ，提高信息保密性 ３７⋯⋯⋯⋯⋯⋯⋯⋯⋯⋯⋯⋯⋯⋯⋯⋯⋯⋯

第二节 　掌握各种预案 　应对突发事件 ４７⋯⋯⋯⋯⋯⋯⋯⋯⋯⋯⋯⋯⋯⋯⋯⋯⋯⋯

　 　一 、掌握各种预案 ４７⋯⋯⋯⋯⋯⋯⋯⋯⋯⋯⋯⋯⋯⋯⋯⋯⋯⋯⋯⋯⋯⋯⋯⋯⋯⋯

　 　二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办法 ５０⋯⋯⋯⋯⋯⋯⋯⋯⋯⋯⋯⋯⋯⋯⋯⋯⋯⋯⋯⋯⋯

第三节 　积累安全知识 　防范自然灾害 ５１⋯⋯⋯⋯⋯⋯⋯⋯⋯⋯⋯⋯⋯⋯⋯⋯⋯⋯

　 　一 、防范气象灾害 ５１⋯⋯⋯⋯⋯⋯⋯⋯⋯⋯⋯⋯⋯⋯⋯⋯⋯⋯⋯⋯⋯⋯⋯⋯⋯⋯

　 　二 、防范地质灾害 ５４⋯⋯⋯⋯⋯⋯⋯⋯⋯⋯⋯⋯⋯⋯⋯⋯⋯⋯⋯⋯⋯⋯⋯⋯⋯⋯

第四章 　人身安全 　生理安全 　财产安全 ６０⋯⋯⋯⋯⋯⋯⋯⋯⋯⋯⋯⋯⋯⋯⋯⋯⋯⋯⋯

第一节 　加强自身修养 　防范人身伤害 ６０⋯⋯⋯⋯⋯⋯⋯⋯⋯⋯⋯⋯⋯⋯⋯⋯⋯⋯

　 　一 、加强自身修养会减少受伤害机率 ６１⋯⋯⋯⋯⋯⋯⋯⋯⋯⋯⋯⋯⋯⋯⋯⋯⋯⋯

　 　二 、如何防范各种人身伤害 ６１⋯⋯⋯⋯⋯⋯⋯⋯⋯⋯⋯⋯⋯⋯⋯⋯⋯⋯⋯⋯⋯⋯

　 　三 、防止性侵害 ６３⋯⋯⋯⋯⋯⋯⋯⋯⋯⋯⋯⋯⋯⋯⋯⋯⋯⋯⋯⋯⋯⋯⋯⋯⋯⋯⋯

第二节 　注重平时保健 　预防各种疾病 ６５⋯⋯⋯⋯⋯⋯⋯⋯⋯⋯⋯⋯⋯⋯⋯⋯⋯⋯

　 　一 、良好的生活习惯 ６５⋯⋯⋯⋯⋯⋯⋯⋯⋯⋯⋯⋯⋯⋯⋯⋯⋯⋯⋯⋯⋯⋯⋯⋯⋯

　 　二 、常见疾病预防知识 ６６⋯⋯⋯⋯⋯⋯⋯⋯⋯⋯⋯⋯⋯⋯⋯⋯⋯⋯⋯⋯⋯⋯⋯⋯

　 　三 、运动安全 ６９⋯⋯⋯⋯⋯⋯⋯⋯⋯⋯⋯⋯⋯⋯⋯⋯⋯⋯⋯⋯⋯⋯⋯⋯⋯⋯⋯⋯

第三节 　提高安全警惕 　避免财物受侵 ７１⋯⋯⋯⋯⋯⋯⋯⋯⋯⋯⋯⋯⋯⋯⋯⋯⋯⋯

　 　一 、提高安全警惕性 ７１⋯⋯⋯⋯⋯⋯⋯⋯⋯⋯⋯⋯⋯⋯⋯⋯⋯⋯⋯⋯⋯⋯⋯⋯⋯

　 　二 、防盗窃 ７２⋯⋯⋯⋯⋯⋯⋯⋯⋯⋯⋯⋯⋯⋯⋯⋯⋯⋯⋯⋯⋯⋯⋯⋯⋯⋯⋯⋯⋯

　 　三 、防被骗 ７３⋯⋯⋯⋯⋯⋯⋯⋯⋯⋯⋯⋯⋯⋯⋯⋯⋯⋯⋯⋯⋯⋯⋯⋯⋯⋯⋯⋯⋯

　 　四 、防被抢劫 、敲诈 ７５⋯⋯⋯⋯⋯⋯⋯⋯⋯⋯⋯⋯⋯⋯⋯⋯⋯⋯⋯⋯⋯⋯⋯⋯⋯

　 　五 、防丢失财物 ７６⋯⋯⋯⋯⋯⋯⋯⋯⋯⋯⋯⋯⋯⋯⋯⋯⋯⋯⋯⋯⋯⋯⋯⋯⋯⋯⋯

第五章 　交友安全 　恋爱安全 　心理安全 ８０⋯⋯⋯⋯⋯⋯⋯⋯⋯⋯⋯⋯⋯⋯⋯⋯⋯⋯⋯

第一节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正确处理交友关系 ８０⋯⋯⋯⋯⋯⋯⋯⋯⋯⋯⋯⋯⋯

　 　一 、人际关系交往技巧 ８１⋯⋯⋯⋯⋯⋯⋯⋯⋯⋯⋯⋯⋯⋯⋯⋯⋯⋯⋯⋯⋯⋯⋯⋯

　 　二 、如何化解矛盾 ８４⋯⋯⋯⋯⋯⋯⋯⋯⋯⋯⋯⋯⋯⋯⋯⋯⋯⋯⋯⋯⋯⋯⋯⋯⋯⋯

第二节 　自尊自爱自省 　正确处理与异性的关系 ８７⋯⋯⋯⋯⋯⋯⋯⋯⋯⋯⋯⋯⋯⋯

　 　一 、正确的爱情观 ８７⋯⋯⋯⋯⋯⋯⋯⋯⋯⋯⋯⋯⋯⋯⋯⋯⋯⋯⋯⋯⋯⋯⋯⋯⋯⋯

　 　二 、大学生感情带来的安全隐患 ９１⋯⋯⋯⋯⋯⋯⋯⋯⋯⋯⋯⋯⋯⋯⋯⋯⋯⋯⋯⋯

第三节 　关注心理问题 　预防心理疾病 ９３⋯⋯⋯⋯⋯⋯⋯⋯⋯⋯⋯⋯⋯⋯⋯⋯⋯⋯

　 　一 、心理健康标准及常见心理问题 ９３⋯⋯⋯⋯⋯⋯⋯⋯⋯⋯⋯⋯⋯⋯⋯⋯⋯⋯⋯

　 　二 、常见心理疾病及求助方法 ９５⋯⋯⋯⋯⋯⋯⋯⋯⋯⋯⋯⋯⋯⋯⋯⋯⋯⋯⋯⋯⋯

　 　三 、预防精神疾病 ９８⋯⋯⋯⋯⋯⋯⋯⋯⋯⋯⋯⋯⋯⋯⋯⋯⋯⋯⋯⋯⋯⋯⋯⋯⋯⋯

第四节 　增强责任意识 　珍爱生命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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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学生的社会和家庭责任 １００⋯⋯⋯⋯⋯⋯⋯⋯⋯⋯⋯⋯⋯⋯⋯⋯⋯⋯⋯⋯⋯

　 　二 、生命的价值 １０１⋯⋯⋯⋯⋯⋯⋯⋯⋯⋯⋯⋯⋯⋯⋯⋯⋯⋯⋯⋯⋯⋯⋯⋯⋯⋯

　 　三 、大学生轻生的原因分析及应对 １０２⋯⋯⋯⋯⋯⋯⋯⋯⋯⋯⋯⋯⋯⋯⋯⋯⋯⋯

第六章 　 　拒绝毒品 　远离淫秽 　抵制赌博 １０６⋯⋯⋯⋯⋯⋯⋯⋯⋯⋯⋯⋯⋯⋯⋯⋯⋯⋯

第一节 　拒绝毒品 １０６⋯⋯⋯⋯⋯⋯⋯⋯⋯⋯⋯⋯⋯⋯⋯⋯⋯⋯⋯⋯⋯⋯⋯⋯⋯⋯⋯

　 　一 、毒品的危害 １０７⋯⋯⋯⋯⋯⋯⋯⋯⋯⋯⋯⋯⋯⋯⋯⋯⋯⋯⋯⋯⋯⋯⋯⋯⋯⋯

　 　二 、大学如何拒绝毒品 １０８⋯⋯⋯⋯⋯⋯⋯⋯⋯⋯⋯⋯⋯⋯⋯⋯⋯⋯⋯⋯⋯⋯⋯

第二节 　远离淫秽 １０９⋯⋯⋯⋯⋯⋯⋯⋯⋯⋯⋯⋯⋯⋯⋯⋯⋯⋯⋯⋯⋯⋯⋯⋯⋯⋯⋯

　 　一 、淫秽的危害 １１０⋯⋯⋯⋯⋯⋯⋯⋯⋯⋯⋯⋯⋯⋯⋯⋯⋯⋯⋯⋯⋯⋯⋯⋯⋯⋯

　 　二 、大学如何远离淫秽 １１１⋯⋯⋯⋯⋯⋯⋯⋯⋯⋯⋯⋯⋯⋯⋯⋯⋯⋯⋯⋯⋯⋯⋯

第三节 　抵制赌博 １１２⋯⋯⋯⋯⋯⋯⋯⋯⋯⋯⋯⋯⋯⋯⋯⋯⋯⋯⋯⋯⋯⋯⋯⋯⋯⋯⋯

　 　一 、赌博的危害 １１２⋯⋯⋯⋯⋯⋯⋯⋯⋯⋯⋯⋯⋯⋯⋯⋯⋯⋯⋯⋯⋯⋯⋯⋯⋯⋯

　 　二 、大学如何抵制赌博 １１３⋯⋯⋯⋯⋯⋯⋯⋯⋯⋯⋯⋯⋯⋯⋯⋯⋯⋯⋯⋯⋯⋯⋯

第七章 　学习安全 　就业安全 　保障权益 １１６⋯⋯⋯⋯⋯⋯⋯⋯⋯⋯⋯⋯⋯⋯⋯⋯⋯⋯⋯

第一节 　遵守实验规则 　严格操作规程 １１６⋯⋯⋯⋯⋯⋯⋯⋯⋯⋯⋯⋯⋯⋯⋯⋯⋯⋯

　 　一 、实验室安全 １１６⋯⋯⋯⋯⋯⋯⋯⋯⋯⋯⋯⋯⋯⋯⋯⋯⋯⋯⋯⋯⋯⋯⋯⋯⋯⋯

　 　二 、军训及体育课安全 １２０⋯⋯⋯⋯⋯⋯⋯⋯⋯⋯⋯⋯⋯⋯⋯⋯⋯⋯⋯⋯⋯⋯⋯

　 　三 、实习和社会实践安全 １２１⋯⋯⋯⋯⋯⋯⋯⋯⋯⋯⋯⋯⋯⋯⋯⋯⋯⋯⋯⋯⋯⋯

第二节 　重视求职安全 　保障自身权益 １２４⋯⋯⋯⋯⋯⋯⋯⋯⋯⋯⋯⋯⋯⋯⋯⋯⋯⋯

　 　一 、防止误入传销组织 １２４⋯⋯⋯⋯⋯⋯⋯⋯⋯⋯⋯⋯⋯⋯⋯⋯⋯⋯⋯⋯⋯⋯⋯

　 　二 、常见就业陷阱及防范 １２７⋯⋯⋯⋯⋯⋯⋯⋯⋯⋯⋯⋯⋯⋯⋯⋯⋯⋯⋯⋯⋯⋯

　 　三 、职业发展与安全 １２９⋯⋯⋯⋯⋯⋯⋯⋯⋯⋯⋯⋯⋯⋯⋯⋯⋯⋯⋯⋯⋯⋯⋯⋯

第八章 　交通安全 　旅行安全 　食品安全 １３２⋯⋯⋯⋯⋯⋯⋯⋯⋯⋯⋯⋯⋯⋯⋯⋯⋯⋯⋯

第一节 　遵守交通法规 　防止交通事故 １３２⋯⋯⋯⋯⋯⋯⋯⋯⋯⋯⋯⋯⋯⋯⋯⋯⋯⋯

　 　一 、日常交通安全常识 １３３⋯⋯⋯⋯⋯⋯⋯⋯⋯⋯⋯⋯⋯⋯⋯⋯⋯⋯⋯⋯⋯⋯⋯

　 　二 、交通事故预防 １３４⋯⋯⋯⋯⋯⋯⋯⋯⋯⋯⋯⋯⋯⋯⋯⋯⋯⋯⋯⋯⋯⋯⋯⋯⋯

　 　三 、交通事故处理 １３６⋯⋯⋯⋯⋯⋯⋯⋯⋯⋯⋯⋯⋯⋯⋯⋯⋯⋯⋯⋯⋯⋯⋯⋯⋯

第二节 　关注旅游风险 　莫因贪玩遗憾 １３７⋯⋯⋯⋯⋯⋯⋯⋯⋯⋯⋯⋯⋯⋯⋯⋯⋯⋯

　 　一 、旅行准备 １３７⋯⋯⋯⋯⋯⋯⋯⋯⋯⋯⋯⋯⋯⋯⋯⋯⋯⋯⋯⋯⋯⋯⋯⋯⋯⋯⋯

　 　二 、旅行安全知识 １３８⋯⋯⋯⋯⋯⋯⋯⋯⋯⋯⋯⋯⋯⋯⋯⋯⋯⋯⋯⋯⋯⋯⋯⋯⋯

第三节 　讲究饮食结构 　确保食品安全 １４１⋯⋯⋯⋯⋯⋯⋯⋯⋯⋯⋯⋯⋯⋯⋯⋯⋯⋯

　 　一 、合理膳食搭配 １４１⋯⋯⋯⋯⋯⋯⋯⋯⋯⋯⋯⋯⋯⋯⋯⋯⋯⋯⋯⋯⋯⋯⋯⋯⋯

　 　二 、饮食卫生 １４４⋯⋯⋯⋯⋯⋯⋯⋯⋯⋯⋯⋯⋯⋯⋯⋯⋯⋯⋯⋯⋯⋯⋯⋯⋯⋯⋯

　 　三 、食物中毒及救护 １４５⋯⋯⋯⋯⋯⋯⋯⋯⋯⋯⋯⋯⋯⋯⋯⋯⋯⋯⋯⋯⋯⋯⋯⋯

第九章 　逃生技能 　野外生存 　急救知识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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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掌握适当技巧 　应对各种灾难 １４７⋯⋯⋯⋯⋯⋯⋯⋯⋯⋯⋯⋯⋯⋯⋯⋯⋯⋯
　 　一 、火灾扑救及逃生 １４７⋯⋯⋯⋯⋯⋯⋯⋯⋯⋯⋯⋯⋯⋯⋯⋯⋯⋯⋯⋯⋯⋯⋯⋯
　 　二 、被困自救技巧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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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承载着家庭 、社会的期望 ，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 ，是民族的希望 、祖国的未来 。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 、道德品质 、科学文化素质 、健康素质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 ，

而安全稳定工作又是做好大学生各项工作的基础和保障 。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 ，提升大学

生安全文化素质 、法律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任务复杂艰巨 ，意义重大而深远 。

【案例导入】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 １４日早上 ６点多 ，某学院 ６０２寝室违规使用“热得快”引起火灾 ，然

而寝室无法打开的门却挡住了逃生的路 ，随后 ４ 名女生跳楼身亡 。相反 ，６０１ 寝室的

两个女生躲到了阳台上 ，最后都被安全救出 。血的教训 ，是否值得我们认真深思 ？

第一节 　树立安全意识 　防患于未然

当前 ，我国治安环境总体稳定 ，党带领人民群众正在努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 ，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同时 ，高等教育事业也随之得到

了快速发展 ，高校校园也保持着长时间的政治稳定 。众所周知 ，高校一旦发生影响校园政治

稳定的事件 ，就会严重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 ，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健康 ，会给国家人才培养和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另外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经

济 、社会 、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社会转型时期 ，人们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 ，

生活节奏在加快 ，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 。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等

狭隘的思想渐渐充斥了一些人的头脑 ，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贪图个人享乐 ，不惜铤而走

险 ，不择手段地损害别人的利益 、侵占别人财产 ，甚至危害别人的生命安全 ，最终走上犯罪的

道路 。因此 ，大学生要主动树立安全意识 ，正确判断周围环境 ，保证自己的安全 ，确保顺利完

成学业 。

一 、大学生应树立哪些方面的意识

社会发展到今天 ，校园对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 。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所面临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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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因素在逐年增多 ，大学生受到的非法侵害案件和有关大学生的安全事故数目也在逐

年上升 。如果大学生因为安全问题出现意外 ，不仅个人的学业 、身心健康 、财物受到影响 ，而

且会给家庭带来不安和痛苦 。因此 ，大学生要认真学习安全知识 ，知晓如何树立哪些方面的

安全意识 ，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备则无患 。

1 ．遵纪守法和文明修身的意识

大学生要树立安全意识 、安全观念 ，首先是加强自身修养和提高法律意识 ，要学法 、懂

法 、用法 ；其次是强化文明修身的意识 ，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 ，避免因自身的素质问题陷入冲

突之中 ，使自身受到不安全因素的威胁 。

2 ．对安全形势认知的意识

安全隐患早知道 ，就是要对社会安全形势有一个全面的认知 。虽然当前社会安全形势

基本稳定 ，校园安全状况要好于社会整体水平 ，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转型 ，大学生

所处的安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面临的安全形势应引起重视 ，学生自身更应树立对安全形势

有正确认知的意识 。

3 ．自我防范的意识

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 ，但也不可避免地还存在许多不安全因素 ，这就要求大学生

树立自我防范意识 ，对安全隐患要早有心理准备 ，做好自我保护 ，尽量避免不安全因素对自

身的伤害 。

4 ．面对突发事件应变的意识

不安全事故的发生有些是没有预兆的 ，这就要求大学生要有面对突发事件应变的意识 ，

这方面意识的培养 ，有利于大学生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判断 ，第一时

间采取措施帮助自己和别人脱离危险 ，而不是因害怕 、应变能力不够丧失了逃生和减少损失

的机会 。要有这方面的意识 ，就要在平时注重加强相关知识储备以及应变能力的培养 。

5 ．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公民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更要

有这种意识 ，要保持高度警惕 ，对国家秘密严格保守 ，维护好国家安全 ，不透露任何涉及国家

安全的信息 ，在面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要勇于斗争 ，用智慧斗争 。

6 ．自我调节能力培养的意识

挫折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大学生要具备积极应对挫折的心理意识 。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培养责任意识 ，学会冷静分析问题 ，克服困难 ；其次 ，要培

养健康的心理品质和心理承受能力 ，自我调整心态 ，克服心理障碍 ，避免情绪极端化 。

二 、大学生如何判断安全环境

改革开放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一些腐朽 、消极的东西 。受西方

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当前社会呈现出多种思想观念并存的局面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变革中 ，我国社会经济成分 、分配方式 、就业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 ；经济全球

化和网络的普及给“黄 、赌 、毒 、邪”等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一些消极

的 、腐朽的 、落后的东西沉渣泛起 。前所未有的复杂局势 ，使大学生对现实的评判 、对社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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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前途的期望发生了巨大变化 。父母的溺爱以及对家庭和他人的过分依赖致使当今大学

生的独立生活能力普遍较差 。大学生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面前显得无所适从 ；在思考

成才与人生的过程中往往经历着种种内心自我评价与认知的矛盾和迷惘 。这就需要大学生

对客观环境和主观环境进行及时分析和判断 ，以减少不安全因素的侵扰 。

1 ．大学生面临的安全问题

大学生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身安全 ；二是财产安全 ；三是交通

安全 ；四是生理安全 ；五是消防安全 ；六是心理安全 ；七是网络信息安全 ；八是国家安全 ；九是

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安全 ；十是违法犯罪以及公共突发事件等不安全因素 。

2 ．社会治安形势的认识

当前 ，社会治安总体形势稳定 ，但还是存在诸多不安全因素 ：经济犯罪案件增多 ，带有

“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时有报道 ，智能犯罪 、技术犯罪数量有所增长 ，网络等各种形式的违法

犯罪活动也时有发生 ，毒品交易 、卖淫嫖娼 、非法传销等犯罪数量也相对增多 。同时地质气

象等自然灾害 ，流行性传染疾病 、食品安全 、火灾 、公共安全等事故 ，也给社会安全造成很大

影响 。

3 ．高校校园安全状况的认识

大学校园的不安全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针对大学生的盗窃 、诈骗等刑事

犯罪活动有所增加 ；二是大学生伤人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三是校园不稳定事件时有发生 ；

四是网络犯罪率上升较快 ；五是侵害女大学生的案件不断出现 ；六是心理疾病造成在校大学

生轻生和出走人数增多 。

第二节 　接受安全教育 　掌握安全知识

大学生安全教育 ，是指学校为了维护正常管理 、教学秩序 ，使大学生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

提高自我保护和心理调节能力 ，确保人身 、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不受侵害 ，依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 ，制定各种安全教育与管理规章制度 ，并对大学生进行国家法律法规 、学校安全规章

和纪律 、安全知识与防范技能的教育与管理 、演练与培训活动的总称 。

随着社会的发展 ，校园社会化日益明显 ，各种商业性质的商店 、饭店 、网吧等遍布校园内

及周边地区 ，校园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教育园区 。这使得大学生的安全环境也在发生着变

化 ：一方面 ，校园日益暴露在社会环境之中 ，一些不健康因素与恶习流入校园 ，使校园环境不

安全因素日益增多 ，学生与社会接触频繁 ，增加了不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另一方面 ，一些大

学生法律和安全知识缺乏 ，对社会安全问题认识不全面 ，自我保护意识差 ，不安全因素时刻

都在危及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因此 ，大学生接受安全教育 、掌握安全知识十分必要 。

一 、大学生应接受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从大学生的成长过程来看 ，他们从小没有受到过系统的安全知识教育 ，缺少必要的安全

知识 ，对社会安全问题认识不透彻 ；从大学生自身能力上看 ，他们缺乏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和

矛盾的能力 ，社会阅历浅 ，承受能力差 ，自我保护意识差 ，如果他们不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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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培养 ，就很可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遇到重重困难 ，从而最终导致遭受挫折 ，在自己的

人生道路上留下遗憾 。

从大学生自身来看 ，一方面 ，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少数高校大学生私欲过度膨胀 ，甚者

道德沦丧 ，不惜以身试法 ，这些不仅使自己处于不安因素的笼罩中 ，随时会陷入欲望的陷阱

中不能自拔 ，而且也会使他人的安全受到威胁 ，这增加了社会不安因素爆发的几率 。大学生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里不乏精英和骄子 ，但是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的报道频现各类媒体 ，且

犯罪案件及人数逐年上升 ，犯罪类型也逐步走向多样化和智能化 。一些被人们视为高智商 、

高素质 、高层次的大学生因触犯刑律而锒铛入狱 ，不仅使父母 、师长蒙羞 ，还断送了自己的前

程 。另一方面 ，大学生缺乏必要的法律和安全知识 ，对社会规范知之甚少 ，对不安全因素的

防范意识差 ，这些都给犯罪分子对大学生实施犯罪以可乘之机 。

【阅读材料】

大学生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来自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康树华所做的一项调查 ：１９６５ 年

青少年犯罪在整个社会刑事犯罪中约占 ３３％ ，其中大学生犯罪约占 １％ ；“文革”期间 ，

青少年犯罪开始增多 ，占到了整个刑事犯罪的 ６０％ ，其中大学生犯罪占 ２畅５％ ；而近几

年 ，青少年犯罪占到了社会刑事犯罪的 ７０％ ～ ８０％ ，其中大学生犯罪约为 １７％ 。值得

重视的是 ，在大学生犯罪中 ，盗窃案约占 ７０％ 。

资料来源 ：张晨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 ：／／www ．studa ．net／faxuelilun／０９０５０６／１０１１２１５８ ．html
二 、大学生应掌握的安全知识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其生理和心理还不够成熟 ，一方面 ，高校必须加强安

全知识普及力度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和校园安全观 ；另一方面 ，作为大学生自身也应

该主动掌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安全知识 。

（１）国家安全和校园稳定知识 ，包括保持政治敏锐性 ，提高警惕性 ，维护国家安全 ，保守

国家秘密 ，防破坏 、渗透 ，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具体知识 。

（２）日常生活安全知识 ，主要包括防盗窃 、防抢劫 ，防诈骗 、防伤害 、防性骚扰 、防食物中

毒 ，警惕传销骗局 、治安防范等 。

（３）交通安全知识 ，主要包括外出骑车 、乘坐交通工具安全知识 、旅行交通安全知识 、安

全驾驶等 。

（４）消防安全知识 ，主要包括用电 、用火安全知识以

及火灾发生时报警 、灭火器使用 、保护自身安全 、自救和

逃生知识 。

（５）公共安全和防范自然灾害安全知识 ，主要包括公

共突发事件应对和预防雷电 、地震 、泥石流 、滑坡 、冰雪 、

洪水 、高温天气的知识等 。

（６）科学利用网络安全知识 ，主要包括预防网络不良信息 、计算机病毒 、网络欺诈 、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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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以及信息安全等知识 。

（７）生命教育和心理调节知识 ，主要包括培养自身抗挫折能力 ，心理调节能力 ，防自杀 、

自残 ，防吸毒等 。

（８）学习 、实验 、实践 、就业环节中的安全知识 ，主要包括文体活动安全 、实验操作安全 、

防有毒物质接触 、户外写生安全 、防就业陷阱 、外出打工维权等 。

第三节 　积极参加演练 　提高防范能力

大学生面对不安全事件的发生不应回避 ，而应该积极应对 。要具备应对不安全突发事

件的能力 ，最主要的就是要提高防范意识 ，让大学生积极参加安全演练和知识培训 ，以应对

将来不安全事件的发生 ，尤其是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以及火灾的发生 。

世界上每年都有大量的人死于意外的安全事故 ，但专家指出 ，只要安全教育到位 ，８０％

的意外伤亡可以避免 。今天我们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都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 ，如果我们忽视

了这点 、忽视了安全演练的重要性 ，就是对生命的漠视 。

一 、大学生必须参加的安全演练和培训

大学生必须参加安全演练和培训 ，通过安全演练可以提高大学生应对灾害事故的能力 ，

锻炼提高各相关指挥机构和各救援力量处置灾害的能力 ，确保在面对灾害事故发生的时候

大学生可以灵活应对 ，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 ，尽量减少灾害事故造成的损失 。同时 ，安

全演练可以帮助那些平时缺少安全知识的学生增强对安全的认识 ，提高他们面对灾害事故

时的应对能力 。实践证明 ，安全演练和培训可在灾害事故发生时大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例如 ，在汶川大地震中 ，桑枣中学两千多名师生无一死伤全部成功逃生 ，这要归功于

该校校长叶志平对演练工作的重视 。桑枣中学每学期都要组织一次全校师生紧急疏散演

练 。演练时每个班级的疏散路线都是划定好的 ，在每个班级内 ，前四排学生走教室前门 、后

四排学生走后门也是规定好的 。虽然这样做有的学生觉得好玩 ，有的老师觉得小题大做 ，可

是该校校长叶志平不为所动坚持演练 。在 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１２日 １４时 ２８分大地震发生时 ，这

种紧急疏散演练保证了全校师生能够顺利逃生 。

　 　灭火时 ，一手握住提环 ，另一手

握住筒身的底边 ，将灭火器颠倒过

来 ，喷嘴对准火源 ，用力摇晃几下 ，

即可灭火 。

大学生应接受的安全演练和培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瞯 消防演练 ；

瞯 防震逃生演练 ；

瞯 防空演练 ；

瞯 急救知识的培训 ；

瞯 野外生存技巧的培训 ；

瞯 心理健康知识的培训 ；

瞯 求职安全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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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参加演练活动要严肃认真 ，绝不能认为是走过场 、搞形式 ，而敷衍了事 。

二 、大学生应具备的安全防范能力

社会形势的严峻和校园现实的安全状况 ，要求每一个大学生必须具有安全防范意识和

安全防范能力 。无论在日常生活 、学习 ，还是在社会交往 、社会实践过程中 ，都要有自我防范

意识 ，把安全放在首位 。另外 ，在平时生活学习中 ，每一个大学生都要培养安全防范能力 ，掌

握涉及社会安全 、自身安全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在灾害事故发生时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保

护自己 ，采取有效措施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安全防范能力主要有以下

几点 。

1 ．要有对坏人的防范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 ，坏人骗人的伎俩越来越高明 ，越来越智能

化 ，而生活在象牙塔内的大学生却缺少对社会复杂性的认知 ，缺

少必要的安全知识 ，以致在坏人面前屡屡受到伤害 ，影响了大学

生个人财产安全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相反 ，如果大学生掌握

和具备对坏人的识别能力 ，在学习 、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就能够未

雨绸缪 ，避免许多不安全事故的发生 ，最大限度地减轻损失 。

2 ．要有对不明信息 、诱惑 、陷阱的识破能力

近年来 ，不明信息诈骗 、诱骗 、网络陷阱日益增多 ，特别是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大学生平时接触这方面的信息又多于普通

人群 ，所以是这方面犯罪的主要受害群体 。作为大学生必须有

对不明信息 、诱惑 、陷阱的识别能力 ，一方面是防止网络 、手机短

信诈骗陷阱 ，另一方面是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防止国外敌对势

力对我国政治稳定的破坏和国家秘密的窃取 。

3 ．要有对所处外部环境潜在危险保持敏锐头脑的能力

绝大多数危险都是有前兆的 ，大学生必须有敏锐的头脑 ，时刻对外部环境潜在危险保持

警惕 。古人说得好 ：“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福和祸两个因素既是相互渗透的 ，又是

相互转化的 。一方面 ，即使处于安全环境 ，也要居安思危 ，理性面对安全问题 ，避免不必要的

危险发生 ，另一方面 ，对外部环境潜在危险时刻保持警惕 ，有利于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采取必

要措施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

4 ．要有抗挫折和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

据报道 ，２００３年至 ２００８年 ，广东省高校共发生学生自杀事件 ７５例 ，其中男性为 ４７人 ，

女性为 ２８人 。自杀原因前 ３位分别为生理疾病 、情感问题和学习压力 ，占了 ８０％ 。对于大

学生心理问题日益增多的现象 ，学校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 ，及时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

影 。而作为大学生自己也必须有抗挫折和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 ，通过自己的调节和老

师 、朋友的帮助走出挫折 ，重新找到新的人生目标 。有一首诗写到 ：“我们无法改变人生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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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 ；我们无法改变环境 ，但我们可以改变心境 。”大学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

心态和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挫折 ，要以对自己 、对家庭 、对学校 、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 ，及时

找到遭受挫折的原因 ，进行自我心理调节 ，用最好的精神状态面对未来的人生之路 。

5 ．要有对已发生的危险情况积极应对的能力

每个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可能会遇到危险 ，都会面临处理危急情况的考验 ，这就要

求大学生平时注重学习积累各种安全知识 ，熟悉各类紧急情况的处理程序和注意事项 ，临危

不乱 ，利用身边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将所掌握知识运用好 、发挥好 ，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和

伤害 ，这种能力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能体现它的价值 。例如 ，２００８年 ５月的汶川大地震 ，很多

被埋在废墟底下的人凭借自己的经验 ，成功地赢得了救助 ，但其中也不乏有些人因为缺少安

全知识而没有坚持到最后 。

【阅读材料】

大学生价值观现状

我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是好的 、是积极向上的 。然而 ，由于我国当前处于社

会转型期 ，市场运作法规和秩序尚不健全 ，加之各种不良思潮的冲击 ，使部分大学生的

价值观向“自我”倾斜 ，被“金钱”扭曲 ，出现了“功利化” 、“多元化”的倾向 。

价值观念趋于功利化 ，重物质利益轻理想 。一项调查表明 ：对于金钱的作用 ，分别

有 １７畅６％ 和 ５６畅４％ 的人认为“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 ，２３畅９％ 的人认为“不太重要” ，

２畅１％ 的人认为“很不重要” 。也就是说 ，许多人肯定了金钱的重要性 。 部分大学生把

“挣很多钱” 、“升官发财”作为人生幸福的标准 ，把奢侈 、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 。

价值主体倾向自我化 ，重个人利益轻国家集体 。一项调查表明 ：在面对自我与他人的利

益关系时 ，近五成（４４畅９％ ）的人认可“利己但不损人” ；约三成（３２畅５％ ）的人赞同“先人

后己 ，助人为乐” ；２１％ 的人肯定“先己后人 ，尽量兼顾” ；１畅２％ 的人选择“只要利己 ，不顾

他人” 。关于如何看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矛盾时 ，近三成

（２９畅８％ ）的人选择了“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 ；近六成（５７畅７％ ）的人选择了“集

体利益为主 ，兼顾个人利益” ；４畅５％ 的人选择“个人利益为主 ，兼顾集体利益” ；２畅１％ 的

人选择了“集体利益无条件服从个人利益” ；５畅９％ 的人表示“说不清” 。可见 ，集体取向

的价值观仍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与肯定 。但也能看到 ，个体取向的价值观呈现出一定

的增强之势 。

目前 ，一些大学生感到自身的价值开始“掉价” ，原来理想的花环似乎成为瞬间的梦

幻 ，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感到困惑 ，认为“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学习 ，还是为了学习而生活” 。

当前 ，部分大学生缺乏事业上的追求 ，缺乏社会责任感 ，缺乏诚信 ，缺乏知识分子严肃刻

苦追求知识的美德 。还有一些大学生认为 ，个人价值的实现 ，仅决定于个人的学识 、才

能 、机遇和人际关系 ，而与个人品德无直接关系 ，故出现了“重才轻德”的倾向 。一些人

把精力放在加强自身的专业知识学习方面 ，而在个人道德上出现滑坡 。

资料来源 ：闫凤丽 ．河北日报网站 http ：／／hbrb ．hebnews ．cn／２００５０３０８／ca４７７９９０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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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小结】

　 　通过学习本章知识 ，我们在悲叹本章案例导入中提到的某学院火灾的同时 ，得到更多

的应该是反思 。警钟长鸣 ，高学历的大学生 ，应该具有更高的安全防范能力 ，要做到切实遵

守校纪校规 ，宿舍内不使用“热得快”等违规电器 ，时刻关注 、维护周边环境的安全 ，掌握基

础的安全知识 ，遇到险情要冷静应对 ，妥善处理 ，切不可盲目行动 ，酿成不必要的悲剧 ！

思 　考 　题

１ ．作为当代大学生 ，谈谈如何认识当前的安全稳定形势 。

２ ．和你周围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大学生对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 。

３ ．你身边的同学都发生过哪些安全事故 ？

４ ．你怎样看待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对大学生人身安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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