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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安全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 青

少年的安全不仅关乎亿万家庭，还是整个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安全不

保，何谈教育，何谈发展。

现在的中小学生从小就生活在父母和老师的百般呵护之中，生活经验

不足，缺乏必要的预防与应对意外伤害、自然灾害的基本常识和经验，安

全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的欠缺，使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几率呈上升

趋势，这已成为导致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在那些因

安全事故而逝去的生命所造成的创伤尚未抚平时，我们惊异地发现同样的

隐患每天仍存在于我们身边，同样的悲剧随时都可能上演，这警醒着我

们： 安全教育刻不容缓！

教育部历来重视学生安全工作，一直将学校安全工作摆在教育工作的

首要位置，坚持“积极预防、依法管理、社会参与、各负其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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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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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消防、红十字会、 地震局等

专业部门共同组织编写的这套《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材》以防患于未

然为前提，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为目标，循着孩子们的生活轨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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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多个不同年龄段学

生可能涉及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方法。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安全文化工作部还

针对该套教材，开发了网络平台及安全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自主阅读书

中内容的同时，能够在网络上通过安全教育名师授课来加深印象；通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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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实践活动，增强安全事故实际应对技能。

如果把各类安全隐患比作青少年安全成长过程中的一道道关卡，那么《全

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材》就应该是广大青少年的“通关攻略”—— 从家中

到学校，从室内到户外，从现实到网络，从天灾到人祸，可以说， 这套教材

能够真正让学生实现“学够八学时，自主保安全”。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该

套教材学安全、懂安全，在心里把“安全”作为最重要的一门必修课。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

王登峰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材》即将发行。

这对于增强中小学生的安全意识，普及安全防范知识，保障校园安全，

促进中小学生的安全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政府秉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亲切关怀广大青少年和儿童

的安全健康问题，高度重视中小学安全教育工作。针对各地发生的校园、

校车等事故，中央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落实防范措施，确保每一位中小学生的生

命安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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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近年来发生在各地中小学的伤害事故，深感安全教育缺位、安

全意识薄弱，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最重要原因。我们有的孩子， 从小有着

浓郁的英雄主义情结，对于具有一定风险的事情充满了好奇，有着强烈

的以身一试的欲望。这对于青少年和儿童来说，应该是很正常的。 但由

于他们年龄尚小，难以清醒认识理想与现实、艺术形象与真实人物、 想

象夸张与自身脆弱的承受能力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导致判断失误、行

为出错，甚至使生命之花早早凋零。有的孩子把鲁莽和无知视作勇敢， 为

显示其“勇敢”，常常做出一些毫无价值的冒险行动。中小学生当中发

生的大量溺水、触电、高处坠落摔伤等人身伤害事故，多因此而发生。 有

的孩子把无聊视作有趣，对自身不恰当行为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及其严

重后果估计不足，甚至把别人的紧张慌乱和校园内大范围混乱局面的出

现，看作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为此常常做出一些恶作剧。这种行为

往往成为引起校园踩踏、火灾等群死群伤事故的始作俑者。不少孩子对

面临的危险意识不到，一些同学常年乘坐安全隐患很多、超载严重的交

寄  语



通工具上学。近年来发生了多起校车事故，其主要责任固然在于肇事车

主、 校方和相关管理部门，必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但乘车的孩子以及

他们的家长，如果安全意识强一些，对潜在的危险能够有所辨识并提出

自己的意见，或者在具有隐患和超载严重的情况下拒绝乘车，就一定会

起到超前防范的作用，一定可以防止或减少生命损失。许多孩子缺乏自

救常识，事故发生后惊慌失措、逃生无门，加大了事故造成的损失。

基于上述，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消防、红十字会、 地

震局等专业部门共同组织编写了我国首套分年级、实效性强的《全国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材》。

本套教材在遵循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

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等纲要性指导文件的基础上，以真实、生动

的图片漫画形式，分年龄段有针对性地融入大量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及

分析说明。教材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分阶

段引导学生增强安全意识，逐步掌握安全技能，从而实现“学够八学时， 自

主保安全”的中小学安全教育目标，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学生缺乏安全意识，

面对意外情况束手无策，导致伤害发生的问题。相信孩子们系统学习本

套教材后，在遇到类似的突发情况时，一定会想起书中的案例及其应对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伤害或自救逃生。

希望以本套教材为契机，从基础抓起，多部门联动，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这不仅是素质教育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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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航空交通安全

与陆地上的交通工具相比，飞机更方便快捷，但频发的空难

教训，无一不在提醒人们思考安全乘坐飞机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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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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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国（包括台湾地区）民航近

几年发生的严重航空事故。

近几年来我国重大航空事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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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雷雨，飞机在盘旋过

程中可能遭遇雷击，飞机失控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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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冻结）失灵。

一、航空事故发生的常见原因

第一节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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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飞机发生故障的预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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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飞机重摔澎湖西

溪村民宅。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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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一、当心黑色 13 分钟

图 2

安 全 隐 患

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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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俯冲时或突然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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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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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机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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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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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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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人重伤，另有 2 人身亡。经事故调查组推断 ,2 人可能

是在飞机未降落时就解开了安全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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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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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