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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青少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未来社会建

设的重任就落在了青少年的肩上。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重要时

期。他们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发展，对 “保护希望，保护未来”，对未来

社会公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民族的前途，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

入，广大中小学生的活动领域越来越宽，接触的事物也越来越多，这对青

少年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中小学生活动领

域的拓宽、接触事物的增多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一些社会上

的不良因素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甚至人身安全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近年来，中小学生的身心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全国中小学生每年非正常死亡

的比例高达 1 /10000; 因不了解、不遵守交通规则而伤亡的未成年人中约有

5000 人是中小学生; 因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而上当受骗，被不法分子侵害、

拐卖的中小学生竟然超过了 10000 人。

由此可见，保护中小学生身心安全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加强对

青少年生命的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但是，只有社会的保护是不够的，还

需要增强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他们自我保护的能力。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 《如何培养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能

力》。本书多角度、多方面介绍了中小学生培养自我保护能力的方法。书中

既介绍了中小学生应该如何完善自己的法制和权益意识，也介绍了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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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注意居家、交通、饮食的安全; 既介绍了中小学

生应该如何在人际交往中保护自己，也介绍了中小学生保持健康心理、规

避青春期性伤害、在网络中保护自己的方法。另外，书中还介绍了一些中

小学生自己可以操作的自救措施和方法。

我们相信，广大中小学生在阅读了本书以后，一定会有收获的! 希望

广大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按照书中介绍的方法不断提高自我保护

能力。



书书书

· 1 ·

目 录

自我保护是人生的必修课

自我保护能力的欠缺 1……………

社会文化的不良引导 4……………

自我保护非常的必要 7……………

自然法则带来的启示 9……………

自我保护的基本技能 11……………

应如何加强自我保护 14……………

不断完善法制与权益意识

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 19……………

民事权利与行为能力 22……………

公民的刑事责任能力 24……………

法律重点保护青少年 25……………

青少年保护法律体系 28……………

青少年应该防范引诱 32……………

应学会怎样防范侵害 34……………

学生应依法正当防卫 36……………

居家自我保护与安全防范

预防使用家电时触电 38……………

在家时谨防发生火灾 43……………

应预防气体燃料着火 47……………

要学会化解家庭暴力 50……………

应重视家务活动安全 51……………

在家玩耍时注意安全 54……………

运动过程应注重安全 56……………

回家时警惕坏人跟踪 58……………

有人敲门也需要警惕 60……………

千万别引“狼”入室 62……………

要管好自己家的钥匙 64……………

交通安全是重要课题之一

闹市走失应确保安全 66……………

应怎样避免交通伤害 67……………

骑自行车的注意事项 68……………

乘坐汽车的安全常识 71……………

乘飞机怎样注意安全 73……………

乘火车怎样注意安全 74……………

水上交通的安全常识 76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2 ·

学会用饮食习惯保护自己

健康饮食从三餐做起 78……………

根据季节来安排饮食 80……………

应在青春期加强营养 82……………

养成健康的喝水习惯 83……………

吃水果也应讲究健康 85……………

应学会科学地吃蔬菜 87……………

科学地看待西式快餐 88……………

食物中毒的不同原因 91……………

分辨和判断食物中毒 93……………

食物中毒的紧急处理 94……………

应积极预防药物中毒 96……………

自我心理保护的良方妙药

保持心理健康很重要 98……………

学会失眠的自我调节 99……………

神经衰弱的治疗方法 101…………

如何调节考试焦虑症 102…………

强迫症的自我调节法 105…………

正确调节青春期情绪 107…………

保持乐观情绪的方法 108…………

要学会消除自卑心理 110…………

自恋心态的自我纠正 111…………

怎样才能预防抑郁症 112…………

应在人际交往中保护自己

“洁身自好”防诡计 115……………

谨防五花八门的骗术 117…………

识别“披着羊皮的狼” 120………

迷信活动会害人不浅 123…………

结交朋友一定要慎重 124…………

开玩笑也需要讲文明 126…………

千万不能与同学殴斗 127…………

不轻易到别人家里去 128…………

学校及家长注意事项 130…………

如何在青春期规避性伤害

尴尬的青少年性教育 132…………

认识性需向父母求助 135…………

如何避免偷吃“禁果” 137………

青春期性伤害的恶果 140…………

正确防范异性的骚扰 142…………

如何才能防范性诱骗 145…………

遭遇性侵犯后的调节 146…………

在网络世界中的自我保护

应学会正确使用电脑 149…………

上网要注意自我保护 152…………

青少年网上交往特点 154…………

网上交友一定要慎重 156…………

无处不在的网络陷阱 158…………

要学会防范网络强盗 160…………

要拒绝网络精神鸦片 161…………

抵制流氓的人身攻击 163…………

安全上网的基本策略 164…………

常见伤情的自我救护知识

应正确处理感冒病情 167…………

患上咳嗽的自我救护 168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



· 3 ·

处理皮肤过敏的方法 170…………

正确处理伤口的技巧 172…………

流鼻血时的自救技巧 174…………

崴脚后应该怎样处理 176…………

蚊子叮咬的处理措施 178…………

应正确处理昆虫蜇伤 179…………

谨防运动中发生骨折 181…………

烧伤处理与自救方法 183…………

应对突发灾害的自救技巧

学习自救技巧很必要 186…………

应对火险火灾的技巧 188…………

怎样战胜绑架得安全 189…………

应做到准确及时报警 191…………

发生地震应如何自救 193…………

应学会防范大风灾害 196…………

遇到暴雨洪水的自救 198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



书书书

· 1 ·

自我保护是人生的必修课

自我保护能力的欠缺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都非常欠缺。据

《烟台日报》报道，由于缺乏自救意识和自我保护、自我防范意识，2004 年
7 月份，福山某中学的 18 岁高三女生林某在见网友的时候，被网友在其毫

不设防的情况下带到租住处强奸。2004 年 8 月中旬，两名被迫卖淫的少女

被招远警方解救出来，她们原本都是在校的高中生，刚满 18 岁，由于轻信

网友、陌生人，以至落入了犯罪分子的陷阱……

与之相比，那些自救意识和能力较强的中小学生则幸运得多。2003 年
12 月 23 日，家住莱阳市梨园小区年仅 10 岁的女孩刘某，在放学回家发现

家里有异常情况后机智报警，使煤气中毒的母亲转危为安。

无独有偶，2004 年 10 月中旬，莱阳市一名 15 岁的初中男生在校园内

遭遇陌生人施用迷药进行绑架，在绑匪车上有了清醒的意识后，他机智地

制造了一起小车祸趁乱逃脱，并及时报案，从而避免了一场威胁自己生命

的恶性案件。

从媒体报道来看，当前，交通伤害、意外伤害、校园不安全设施、校

园暴力、家庭矛盾等正日益侵害着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等诸

多权益的享有。

调查显示，在交通事故、玩耍受伤、食物中毒、运动受伤等 “感觉危

险最大的 12 种安全隐患”中，排在前 3 项的分别是“交通事故”、“上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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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路上被劫”、“玩耍受伤”，排在最后一项的是“性伤害”。56. 82%的中

小学未成年人都表示“害怕自己在公共场所受到伤害”。

有数据显示，与高发的安全事故及其隐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年儿

童对安全事故的防范意识却很差，当被问到 “如果上学快迟到了，在过马

路时正好赶上红灯，你会怎样”时，6. 2%的被访者选择了 “赶紧过马路”，

9. 6%选择了“旁边有人过就跟着过”，27. 4%选择了 “车辆少，就小心地

穿过马路”，3 项累计高达 43. 2%。少年儿童在安全和防范意识方面的缺失

严重。

相对于交通事故，触电、溺水等问题也成为中小学生在课余时间容易

发生的事故，很多药品或食品上明确标识有 “请放到孩子不能接触的地

方”，而日常的电器上并没有写这些注意事项，往往容易使家长疏忽。

除了这些，广大中小学生在学校里也很容易受到伤害。2003 年 9 月 23

日晚 6 时 50 分，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第二中学教学楼晚自习结束后，1500

多名学生从东西两个楼道口，在没有任何照明的条件下，蜂拥下楼。在西

楼道接近一楼的最后四五个台阶处，楼梯护栏突然坍塌，前面的学生纷纷

扑倒在地，后面的学生看不清，仍然纷纷往前拥挤，酿成 21 名学生死亡、

47 名学生受伤的惨剧。

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小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中，家长最担心受到伤

害的场所是学校。由团中央、教育部、公安部、全国少工委主办的 “中国

少年儿童平安行动”，2003 年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 10 个省市，对

容易引发中小学未成年人安全事故的内容、场所进行了调查，在中小学未

成年人和家长提交的 28570 份有效答卷中，对孩子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场所，

家长首选“学校”，36. 32%的家长选择 “公共场所”，10. 44%的家长选择
“大自然中”，1. 8%的家长选择“家里”。

有关人士指出，学校的各种通道以及楼道通过量应当与未成年人的人

数成一定比例，通道或楼道过窄就可能造成拥挤并发生伤害事故，尤其是

在中小学生下课、上操等人数相对集中的关键时间。如果再缺乏教师的相

应安排和疏导，就更有可能发生伤害事故。

有调查显示，有 16. 8%的学校在中小学生下课或放学的时候经常有通

道或楼道拥挤的现象，另有 41. 3%的学校偶尔有拥挤的现象，只有 4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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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没有。偏远地区的中小学，通道或楼道狭窄的情况尤其严重。

在所有的伤害之中，暴力侵扰事件对中小学生造成的影响最大。1998

年 11 月 18 日深夜，发生在北京的 “流星雨事件”，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

一位 14 岁的少女凌晨外出观看流星雨，被人诱骗到一公园隐蔽处惨遭杀害。

在一些学校中，有的同学总是扮成类似像黑道大哥的人物，用各种理

由，拿同学的东西用， “借”钱花，有的时候不遂他们的意，他们还会打

人。很多同学对此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就这样默默忍着。

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表明，近年，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

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 70%以上。在经常涉足校园暴力的学生中，有 27. 9%

的人认为“最好把所有的法律都废除”; 有 58. 4%的人认为“为达目的可以不

惜代价”; 有 45. 9%的人表示“有时我想借故和别人打架”; 有 44. 3%的人同

意“我脑中常常出现一些坏的、可怕的字眼，无法摆脱它们”。

中小学生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成长时期，阅历相对简单、社会经验不够

丰富，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比较容易受到社会不良行为、自然灾害以及

意外事故的伤害。然而，家庭和学校对于青少年自我保护和自救意识的重

视和培养仍然不尽人意。

有关人士指出，现在青少年对法律知识了解得太少，考虑问题也太天

真，这是导致被伤害的直接原因。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在谈青少年保护时，

仍然偏重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和社会保护，而忽视了对青少年的自我保

护和自救能力的培养。

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应包括 2 个方面的内容: ( 1) 是对于青少年合法

权益的关心和维护; ( 2 ) 是教育青少年学会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护

能力。北京等城市兴起的“自护营”受到广大家长及未成年人的一致好评，

反映出目前社会对自护教育的强烈需求。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增强

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已迫在眉睫。

据“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教育基地”培训教师介绍，基地活动采用学生

参与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有关于生存自护的图片展览、知心小

聊吧活动、绿色网络活动等。每周四对各校中小学生开放。实践证明: 通

过专门培训，同学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减少了依赖性，比以前成

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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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的不良引导

目前，我国广大的中小学生之所以欠缺自我保护能力，除了前文中提

到的青少年自身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那就是社会文化的不良

引导。

在我国，长期以来，学校校园安全往往被局限在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

不受意外事件的伤害和不法行为的侵害上。让未成年学生投身抗灾抢险、

绝地营救或与侵害他人的暴力犯罪作斗争，被当做见义勇为的美德大加提

倡和鼓励，结果是不断催生出一个个小烈士、小残疾人。

1964 年 2 月 9 日，当时年仅 11 岁的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小姑娘龙梅

和 9 岁的玉荣为保护集体的羊群，在 － 37℃的气温下和暴风雪搏斗了 1 天 1

夜。她们的脚冻坏了，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1988 年 3 月 13 日，四川省石棉县的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大火，石棉中

学初中学生赖宁奋勇救火，始终不肯撤退，最后牺牲在火场里。

2000 年 3 月 13 日，广东廉江 13 岁的黎汝荣和 9 岁的黎月荣为救一个落

水同学，双双死亡。

2001 年 5 月 26 日，广东大埔县 12 岁的刘彩云 ( 女) 为抢救掉入深潭

的 8 岁男童，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新闻媒体总是以英雄赞歌的形式来报道这些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并

号召所有青少年向他们学习。《中国少年报》一份资料显示，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全国仅获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 “少年英雄”就有 36 人，其中，与坏

人英勇斗争的有 9 人; 舍己救人的有 14 人; 保护牲畜的有 5 人; 救火及救

火车的有 5 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士对这一做法提出了质疑，并有不少

地区的学校开始改变这一做法。为强调中小学生自我保护意识，一度被树

为少年英雄的赖宁的照片，纷纷从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的墙上被摘下。校方

摘下赖宁照片的解释是: 我们虽然也非常注重学生英雄行为的培养，但更

加强调学生首先具有自我保护意识。

2001 年，《宁波市学校安全条例》被宁波市人大列为当年立法计划，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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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调研人员在全国各地和本市开展了广泛的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座谈以

及典型案例研究，并 10 次修改条例草案，最终形成的条例对学校的各项安

全措施、事故防范措施、应急机制以及相关责任均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

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宁波开始实施 《宁波市学校安全条例》。该
《条例》规定，学校不得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抢险、救灾等危险性活动。同

时学校课程设置应当包含安全教育内容，学校不得擅自组织与教育、教学

无关的活动; 中小学校组织大型集体外出活动，必须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批准;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劳动、教学或社会实践等教育教学活动，应当符

合学生的心理、生理特征和身体健康状况; 发生台风、洪水、地震等自然

灾害和重大传染病等突发事件时，学校可以采取临时停课措施; 在上学、

放学期间，处于交通要道的中小学校应当在学校门口进行交通护导等。法

律界人士认为，这些条款将使宁波未成年学生的生命健康权在更大范围内

获得法律保障。

广州市一所中学的一位副校长指出，广州市目前还没有将 “学校不得

组织未成年学生参加抢险、救灾等活动”这样的规定写入法规，学校的校

规也没有做明确规定，但学校一直都会在开学第一天对学生进行这样的安

全教育，“在碰到突发性问题时，未成年学生应该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自

己”。“我们提倡学生用最好的方式达到最佳的效果，学生是受未成年法保

护的，作为校方，我们绝不主张学生在自己安全受影响的情况下去见义

勇为。”

广雅中学的校长表示，该校已经执行 “绝不允许组织学生参与抢险、

救灾活动”，如果学生出现上述个人行为，学校会立刻给予教育，“学生应

该有自我保护意识”。

即使对于成年人，见义勇为也是一种 “超高”的道德要求，只有极少

数成年人才能做到，且此一时能做到并不代表彼一时也能做到。很显然，

把大多数成年人都难以做到的行为当作对未成年人的基本行为准则来要求，

不仅脱离实际，甚至还有点儿“残酷”。

成长中的孩子，自我保护能力还很弱，在通常情况下，未成年人还不

具备与违法犯罪分子或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做直接面对面抗衡的能力，见

义勇为的后果很可能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如果见义勇为的行为在学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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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流传，并使得更多的未成年人都来 “勇为”的话，将会造成许多家庭

悲剧。我们更应该教会他们如何明辨是非，如何正确解决问题，如何用智

慧去应对不可预测的事情，从“见义勇为”到“见义智为”，教导少年儿童

在遇到危险时，首先是保护好自己，在此基础上选择报警、记住坏人特征、

需要时出庭作证等等。

广东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一位负责人反映，该基金会在对未成年人见义

勇为行为做表彰的同时，也会对其所在学校的老师、家长建议: 要做好孩

子的安全教育。对一些因见义勇为而伤残甚至死亡的未成年人事迹，在表

彰时低调处理，并不去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认为，对孩子应以自我保护为

出发点，是否要“勇为”，必须看身体条件是否许可: 比如说初中生、小学

生遇到坏人坏事，就应该向警方报告，不要去和坏人硬拼，那是无谓的牺

牲; 高中生身体条件比较强壮的就可以挺身而出，一切应以时间地点为

转移。

再比如说，看到有人溺水了，不会游泳的、水性不好的就不要下水去

救了，那也是无谓的牺牲，应该尽快找大人帮忙或呼救。这样做并不是不

提倡见义勇为了，应该提倡小时候 “智为”，长大才 “勇为”，实际上很多

因见义勇为而伤残甚至死亡的个案中，如果当事人换一种处理方式，往往

不用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小孩子对社会还不太了解，易受社会舆论的影响，

如果舆论倡导他们去做一些力所不及的事情的话，这样反而是一种误导，

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2002 年 9 月 7 日，从化某中学一名不到 16 岁的中学生小李目睹一宗抢

劫杀人案后，机智跟踪抢劫杀人疑犯 3 千米，最后报警直至协助警方抓获疑

犯。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调查后认为，16 岁的小李所做的是一种聪明的

见义勇为的举动，值得全社会学习，专程为这位少年送上了 5000 元奖励金，

借此表彰他这种“不流血”的“见义智为”的举动。

广州市小北路小学一个一年级女生和六年级女生看到歹徒抢劫路人的

金项链，于是一边追赶一边大声呼喊群众帮忙抓贼，最终在群众的帮助下

帮失主追回了失物。学校在开表彰大会时，一方面鼓励同学们学习她们不

逃避的“勇”，另一方面也着重表扬了她们善于动脑筋，利用群众力量制服

恶人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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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不满 18 岁的未成年人，在面对违法犯罪或突发自然灾害等

事故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自身人身的安全，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自我保护非常的必要

也许广大的中小学生在读了前文以后，会觉得这些都是老师和家长所

讲的大道理。那么，我们下面就用一个生动的小故事来告诉大家自我保护

到底有多么重要。

有一个人非常相信上帝，不管他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祈祷上帝来帮

助他渡过难关。有一次，他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他好不容易爬上了

一棵大树，抱着树干大声祈祷上帝保佑自己活下去。

不久，一条小船上的人发现了他，人们让他游到小船上来。这个相信

上帝的人不为所动，因为他始终相信上帝自己会来救自己的。小船上的人

等了一会儿，看没办法说服他就走了。

第二天，又有一艘救生艇从那里经过，救生艇上的人看见了这个抱着

树枝的人，便让他上去。但是，他非常固执，他相信上帝自有办法救自己，

无论如何也不肯上船，于是，救生艇也只好开走了。

第三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就在这个

时候，有一架负责最后搜救工作的直升机从空中发现了他，搜救人员放下

了软梯，让他爬上来。可是，这个完完全全相信上帝的人，认为上帝一定

会听到自己的祈祷来救自己的，他说什么也不肯爬上直升机。搜救人员毫

无办法，最后人们只好摇摇头，开着直升机飞走了。

到了第四天，这个可怜的人终于坚持不住了。最后，他掉到水中淹死

了。后来，他在天国见到了上帝。他怒气冲冲地质问上帝，为什么他那么

虔诚地相信上帝，但在他濒临死亡的时候，上帝却视而不见，不肯前去救

援他。

上帝摇了摇头，说: “谁说我没有去救你? 我明明派了一条小船、一艘

救生艇以及一架直升机去救你，可你偏偏不肯上来。不肯救你的人不是我，

是你自己呀!”

大家从这个寓言故事中想到了什么呢? 如果连自己都不珍惜自己，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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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望谁来保护你呢? 所以，广大的中小学生应该不断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学会保护自己。

广大中小学生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成功? 财富? 名利? 亲情? 友情? 爱情? 健康? 事业? 家庭? 幸福?

快乐? 舒适? 安逸? ……

生命中有太多重要的东西了。对于每一样重要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得

到，都渴望拥有。

也许你的答案会有很多，但是如果这个是单选题怎么办呢? 就像在考

试的时候，面对无数的选项，我们只能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你的答案

会是什么呢? 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失去了生命，上述的任何答案还能

成立吗?

其实，但就生命而言，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人的生命本身

是最重要的。虽然拥有了生命，大部分人还缺少成功，默默无闻，身无分

文，家庭不幸福，爱情不美满，身体不强壮，生活很辛苦……但是，如果

没有了生命呢? 所有的这些名呀、利呀，一切东西毫无意义了。

一个没有鞋子的人，总是为自己没有鞋子而哭泣。但是当他看见没有

脚的人的时候，才会明白他所拥有的财富是多么宝贵! 正因为我们把拥有

生命当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努力学习如何成功、如何获得财富、

如何拥有爱情……却常常忘了学习如何保护自己!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而灾祸却有无数，面对死亡的威胁，广大

的中小学生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 难道仅仅只是祷告吗?

人的一生当中总有一些意外突如其来，总有一些伤害防不胜防，当大

家处于困境之中时，除了哭泣，难道就没有有效的解救之道了吗?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与之同来

的还有许多不安全因素。这些不安全的因素就是隐藏在大家身边的无形危

险，你看到了吗?

飞鸟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海洋，生活在这个五光十色的现实社会

里，你知道哪些是安全的呢? 哪些是危险的吗?

由此可见，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是任何能力也无法替代的。所以，广大

的中小学生都应该学会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保护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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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则带来的启示

也许，有不少同学会觉得把自我保护的重要性提到这么高的位置，是

不是有点儿危言耸听了呢?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自然法则给予我们的启示

吧。大家都知道，在大自然中有一个 “弱肉强食”的法则。狮子比羚羊凶

猛，自然要以羚羊为食。

所以，从表面上来看，狮子与羚羊之间的追逐，不过是 “弱肉强食”

这一自然法则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实例。但是，这难道不是一场无奈的、为

了争夺生命而进行的奔跑吗? 如果狮子跑不快，捕捉不到猎物，它就会饿

死; 反过来说，如果羚羊跑不过狮子的话，它就会成为狮子的美餐。

狮子和羚羊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奔跑速度。在它

们的一生中，只要生命不息，就会奔跑不止，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

继续拥有生命!

捕食者和猎物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追逐，是动物保全自己生命的一种

残酷竞争。事实上，许许多多看上去或简单或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都隐藏

着自我保护的深刻含义。以蝴蝶为例，绝大多数蝴蝶都非常美丽，但是，

蝴蝶的美丽并不是为了他人的赞赏与艳羡。生物学家经过艰苦的研究，揭

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蝴蝶翅膀上面色彩绚丽、对比鲜明的线条和斑点，

都是它们用来保护自己生命的独特手段!

一般情况下，颜色鲜艳的动植物往往有毒，蝴蝶为自己披上艳丽的外

衣，就是为了迷惑它们的天敌，让天敌以为它有毒不敢吞噬它。另外，蝴

蝶身上一圈圈大大的斑点，这就像是大型动物的眼睛，当它们翩翩起舞时，

巨大的“眼睛”就会眨个不停。它们用这样的假象，迷惑天敌，吓走天敌，

保护自己。

当然，也有的蝴蝶靠“以静制动”的方式来迷惑天敌，著名的枯叶蝶，

虽然实为蝴蝶，但颜色暗淡，形状也非常奇特。当枯叶蝶停留在树枝上一

动不动时，就像是一片枯萎了的树叶。这样就不会引起其他昆虫捕食者的

丝毫注意，用这种手段，枯叶蝶也逃过了许多天敌的眼睛。不过，尽管枯

叶蝶伪装得非常好，但是仍有一些鸟类可以识破它的 “诡计”。因为这些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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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如果无法识破枯叶蝶的“诡计”，就会被活活地饿死。

不管是动物飞快的奔跑速度，坚硬的外壳，敏锐的听觉、视觉或嗅觉，

巧妙的颜色伪装，群居的生活，锋利的牙齿，还是植物难闻的气味、剧烈

的毒汁、艳丽的色彩、可怕的尖刺，都是自然界中动植物自我保护的手段!

在大自然中，有许多野生动物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就能够站立、奔跑，无

疑这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是万物生而有之的天性之一，也是动植物得以延

续的重要前提。正是因为有了自然界中动植物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才

有了世界的多样与精彩。毫不夸张地说，生命因自我保护而精彩。

也许有的同学会说，自然界中上演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的确很残酷，每个物种都需要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进行激烈的竞争。但

是，人类是万物之灵啊! 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根本不需要像动

物那样，时时刻刻担心被其他动物吃掉，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安全的。

与动物相比，我们的确没有那种随时有可能被天敌吃掉的危险，也不

会有血淋淋的性命之忧。但是，请广大的中小学生仔细想一想，人之所以

能够成为万物之灵，难道不正是由于在远古的时候猿人具有比其他动物更

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吗? 远古时代，猿人利用简单的工具获取食物、

采集火种、吓走野兽，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正是在这样一个不

断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的过程当中，他们才进化成为人类!

当代社会，我们拥有了比远古时代，甚至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强

大的自我保护工具和手段。不过，万事万物都具有两面性。这些工具和手

段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当，可以除暴安良、维护真理。但是，如果利用

不当，这些工具一旦为邪恶势力拥有，就会变成伤害无辜、助纣为虐的

凶器。

如果当今社会上的所有人都像 《三字经》所说的那样 “人之初，性本

善”，那么我们尽可以想象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但是，现

实的社会是这样的吗? 人类为什么要发明锁和钥匙呢? 难道不就是因为有

的人太贪婪，他们想通过非法的手段霸占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所以人们

不得不发明了锁和钥匙来保护自己!

虽然，锁头能够锁住门，把人们的生命财产暂时地保护起来，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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