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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夺去了许许多多含苞待放的小
生命，灾难固然难于避免，但如果懂得更多的安全避险知识，预防救助措施得
当，就有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２００８年新学期的第一天，央视播出了《开学第一课》———“知识守护生命”
大型公益节目，节目以生命意识教育为主题，通过对学生进行避险自救知识教
育，教会学生掌握避灾的常识和技巧，真正做到“知识守护生命”。

一场公益节目难以承载生命安全教育的多项内容，需要各个方面来共同
承担这项义务。《安全健康教育综合读本》在履行着这项神圣使命，它以生动
翔实的资料、深入浅出的语言向祖国的未来传授呵护生命的技巧，用“知识守
护生命”。

这套读本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以学生认知特点为基础，从认识到熟
悉校园、家庭、公共场所的安全环境入手，了解、掌握和预防、应对社会、公共卫
生、网络安全、意外伤害、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可能会影响学生安全的突发事件
的能力。使学生了解保护个体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知识，树立和强化
学生的安全意识。

全套读本图文并茂，语言生动活泼，栏目设置合理，内容准确生动，可操作
性强，将实践性、实用性、灵活性有机结合，符合不同地区各个年龄层次学生的
不同要求，是目前中小学开展安全知识普及的理想之选。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请广大师生不吝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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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校园安全

１　　　　

第一章　校园安全

第一节　学习用具使用安全

安全对策

新学期开始了，我们拿到了新教材。学习一点儿也不枯燥：数字谁多

谁少？掏出印着大红苹果、梨子的塑料圆片比一比，一目了然；实物怎样沉

下或浮出水面？拿出“潜水艇”“注射器”，既直观又形象……有时候，老师

还会让大家动手做学具：用硬纸板、小螺钉做“钟”，用牙签、棉棒做“小棒”。

这么多学具的使用，让课堂变得既轻松又有趣。可是，同学们，你们知道

吗？如果不好好使用，这当中也有危险呢！

１．铁质或钢制的小刀、圆锥、剪刀等学

具，边角锋利，容易割伤皮肤，可能有危险。

使用时要注意安全。不用的时候，要把它

们放回文具盒或与学具配套的文具袋中。

２．七巧板、正方体、长方体、圆柱、钟表

针等文具，大多是由塑料制成的，它们的棱

和尖角处，可能会有倒刺。第一次使用的时

候，一定要小心。发现有问题，请老师或者

爸爸妈妈帮忙处理，或者去文具用品商店退换。

３．个头小的文具，不要放在嘴里。因为这样既不卫生，也容易不小心

吞下。

４．要讲卫生，用完学具后要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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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启示

下午最后一节数学课上，老师讲完课，留了

几道作业题，同学们都安静地写着作业。贝贝

拿出圆规画图，画完就顺手放在桌面的边角上。

下课铃声响了，贝贝的作业还差一点才能写完，

于是继续写作业。好朋友李博过来等贝贝一起回家，看贝贝专心致志写作

业，他一时玩心大起，想重重拍一下桌子，吓唬吓唬贝贝。李博猛地一手拍

下去……一声惊叫顿时响彻了整间教室———桌上的圆规尖扎到李博手啦！

李博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李博责怪贝贝：“你为什么不把文具收好？我的手都被扎得流血啦！”

贝贝有些委屈：“谁让你故意跑过来吓我的？我的圆规好好地搁在桌子上，

是你自己一手拍上去的。怎么能够怪我？”李博和贝贝两人正在争论时，班

主任李老师过来检查放学后的教室安全，看到两个人争吵，问清了原因。

两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理由。如果你是李老师，你认为谁的话正确？你准备

怎么平息两人的争吵呢？

想 和 做

１．你们在使用学具时发生过哪些危险？还有哪些不安全的因素？如

何防止危险呢？

２．试着和同学一起办一期学习用具使用安全的板报。还可以分小组

比赛，看看谁的板报设计得最有特色，最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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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安全课间十分钟

安全对策

课间活动能让同学们从紧张的学习当中得到

放松、调节和休息，班级里、走廊上、操场上，学生

们你追我赶的现象很常见。但是大家知道吗？有

调查表明，８０％的校园意外伤害事故都发生在课

间十分钟！课间十分钟，注意安全很重要哦！

１．课间活动应到室外去呼吸新鲜空气和晒晒太阳，这有利于改善脑部

的血液循环，有利于提高下一节课的学习效率。但不要远离教室，以免耽

误下面的课程。

２．最好多向窗外远眺，使眼睛得到休息，从

而起到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作用。

３．提倡适当的运动，如跳绳、拍皮球等，这

些活动能活动肌肉、关节，促进血液循环，有助

于大脑疲劳的消除，也有利于小朋友们的生长

发育。但不要做危险性游戏，不要追逐打闹，不攀爬栏杆、篮球架、铁门等

设施，不跳乒乓球台及校园各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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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上下楼梯靠右走，上下课通过过道和楼梯间时，不要拥挤和做恐吓

同学的恶作剧。

５．课间不要玩耍小刀、仿真枪等会伤及自己和他人的利物或玩具，更

不能把管制刀具带入校内。

安全小博士 　课间最好不做剧烈运动

课间最好不要做剧烈运动，因为：

影响学习。剧烈运动后，心跳会明显加速，往往由正常的每分钟７０

次左右增至１２０～１４０次，加快了的心率常常需要５～１０分钟才能恢复。

而课间休息时间很短，在剧烈运动后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恢复心率，这就

会使同学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听课效率。

影响健康。一节课的紧张学习，使大脑处于紧张状态，而腰及四肢

肌肉处于静止状态。如果这时毫无准备地去进行剧烈运动，身体会很不适

应，特别是冷天剧烈运动后，大汗淋漓，穿着湿衣服继续上课，很容易着凉

感冒，甚至并发其他疾病。

课间剧烈活动，体力消耗大。不少同学进食少，供给的热量往往不

足，到第三、四节课时，容易出现低血糖反应，出现疲劳、头晕、眼花、记忆力

下降等情况，既影响学习，又有损健康。

案例启示

“叮零零……”下课铃声响起来。“坐窗户边的同学把窗户打开，换换

空气，有精神。”穆老师说完就宣布下课。只见有的同学去操场晒太阳，有

的同学去跳绳、踢毽子……陈辰顽皮地将粉笔灰撒在同学杜文身上，转身

就逃。杜文立即追了上去，一边追，一边大声喊：“好小子，我要抓住你！”他

俩从走廊的西端追向东端，“咚咚咚”的脚步声响彻整个走廊。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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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班同学李博拿着一把新买的工艺刀，拉扯着一个同学晃来晃去，故意做

出投掷的样子，那个同学见状就往教室外跑去。李博得意之下，随后追赶，

从走廊的东端向西端跑去。杜文与拿着工艺刀的李博擦肩而过，身子一

晃，只觉得手臂上凉丝丝的，用手一摸，结果满手是血。经过医生诊断，这

次伤害构成轻伤。

杜文伤好后，一天上课，老师教同学们读儿歌：“突然打斗有危险，互相

袭击要避免。某些游戏能伤人，玩耍适度莫蛮干……”读着读着，杜文和李

博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你知道他俩为什么不好意思吗？

想 和 做

１．念一念下面的顺口溜，想想其中的道理。同学们，你们做到了吗？

上下楼梯，安全第一；不要追逐，不可拥挤。

打闹玩耍，危险游戏；生命可贵，倍加珍惜。

通过走道，不可拥挤；上操下操，特别注意。

不追不闹，不急不躁；靠右慢行，安全记牢。

同学们，莫忘记：上下楼梯要守纪。

莫拥挤，莫挽手，莫搭肩，莫溜杆，安全时刻记心间。

２．课间我们做些什么游戏好？做个小小活动家，给同学们设计一些安

全的课间十分钟游戏或活动，让大家玩得开心，同时也玩得安全。可以问

问老师和同学，收集尽可能多的游戏方案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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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体育课安全

安全对策

体育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但体育课上也会有激烈的身体活动，如果

缺乏安全意识和对危险动作的判断能力以及自我保护能力，同学们在活动

中是很容易受到伤害。因此，同学们要认识哪些动作是危险的，哪些动作

是安全的，体育锻炼前后应注意哪些问题，了解和防范容易出现伤害事故

的体育动作，树立安全意识，掌握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１．体育课前应摘下胸针和各种金属、玻璃等装饰物，口袋里也不要放

尖锐的物品，以免碰伤、划伤。

２．体育课必须衣着宽松合体，不要穿皮鞋或凉鞋，应穿球鞋或胶底布鞋。

３．上课前应进行必要的准备活动，慢跑或做操等，以免突然运动造成

运动损伤。

４．患有近视眼的同学，如果不戴眼镜可以上体育课，就尽量不要戴眼

镜。如果必须戴眼镜，做动作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做垫上运动时，必须摘

下眼镜。

５．剧烈运动后，不能立即停下，要

坚持做好放松活动，如慢跑等，使心脏

逐渐恢复平静。

６．运动后，不要立即洗澡或吹电风

扇。因为这时皮肤中的毛细血管高度

扩张以利于散热。如果此时洗澡和吹风扇，它们就会突然收缩，不利于散

热，并易患伤风感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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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小博士 　各类体育活动的安全注意事项

体育课上的训练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安全上要注意的事项也因训

练的内容、使用的器械不同而有所区别。

短跑等项目要按照规定的跑道进行，不能乱跑道。这不仅仅是竞赛

时的要求，也是安全的保障。特别是快到终点冲刺时，更要遵守规则，因为

这时人身体的冲力很大，精力又集中在竞技之中，思想上毫无戒备，一旦相

互绊倒，就可能严重受伤。

跳远时，必须严格按老师的指导助跑、起跳。起跳前，前脚要踏中木

制的起跳板，起跳后要落入沙坑之中。这不仅是跳远训练的技术要领，也

是保护身体安全的必要措施。

在进行投掷训练时，如投手榴弹、铅球、铁饼、标枪等，一定要按老师

的口令进行，令行禁止，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这些体育器材有的坚硬沉重，

有的前端装有尖利的金属头，如果擅自行事，就有可能击中他人或者自己，

并因此受到伤害，甚至发生生命危险。

在进行单、双杠和跳高训练时，器械下面必须准备好厚度符合要求

的垫子，如果直接跳到坚硬的地面上，会伤及腿部关节或后脑。做单、双杠

动作时，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使双手握杠时不打滑，避免从杠上摔下

来，使身体受伤。

在做跳马、跳箱等跨越训练时，器械前要有跳板，器械后要有保护

垫，同时要有老师和同学在器械旁站立保护。

在做前后滚翻、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垫上运动项

目时，做动作要严肃认真，不能打闹，以免发生扭伤。

参加篮球、足球等项目的训练时，要学会保护自

己，不要在争抢中蛮干而伤及他人。在这些争抢剧烈

的运动中，自觉遵守竞赛规则对于安全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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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启示

唐镜很喜欢体育运动，最喜欢上的课就是体育课了。这一天，劳技课

之后就是体育课。其他同学都回教室放工具去了，唐镜迫不及待地要去上

体育课，所以匆忙地把做手工的小刀、木棒等工具往裤兜里一塞，连运动鞋

都没有换，穿着凉鞋就兴冲冲地就跑到操场上去了。

唐镜的做法有什么危险？请你给他指出来。

想 和 做

１．你上体育课之前，有没有做好安全准备？如果以前没有注意这些小

细节，为了身体健康和安全，以后一定要改正哦。

２．罗晶很怕热，每次上完体育课，都浑身冒汗，感觉可难受了。所以，

罗晶回到教室，就把电风扇开到最大挡。同桌慧慧要把电扇关小一点，罗

晶不让：“太热了，让我先吹会儿风！”如果你是慧慧，你准备如何劝说罗

晶呢？

３．如果在体育课上扭伤脚踝，应该如何做应急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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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集体活动安全

安全对策

同学们，集体活动能体现我们团结友爱的精神，培养我们的集体荣誉

感。但外出活动的时候，同学们将面对许多自己从未接触过的或不熟悉的

事情，容易发生危险。要保证安全，就一定要注意以下内容：

１．遵守活动纪律，不要离开团队独自活动，不要到别的班级中逗乐玩

闹。如果点名的时候，发现人数不齐，不仅不能正常开展活动，还会让带队

的老师和同学们担心着急。

２．互助互爱。参加集体活动，要互助互爱，要有

集体荣誉感。对残疾或身体较弱的同学，要主动关

照。自私自利的行为应该杜绝。

３．遵守秩序，沉着

冷静。在礼堂、剧场、游乐场等地方开会、看

演出、活动的时候，要按秩序入座、离场。要

学会识别公共场所和建筑物内的安全标志，

知道紧急通道在哪里。对活动现场的一些电

闸、开关、按钮等，不要随意触摸、拨弄，以免发生危险。

４．如果外出活动的地方比较远，请记清外出活动的目的地、集合时间

和地点，记清所乘坐的大巴车的车牌号。万一迷路或者和老师同学走散，

可及时返回集合地点，并通过广播、电话等方式，及时与老师取得联系。

５．野炊、爬山等校外集体活动要注意防火、防止食物中毒、防摔伤等事

故发生；发现毒蛇、蜂窝或其他危险动物的时候，要想办法尽快安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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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石头乱扔或用棍子拨弄，以免受到攻击。

６．参加活动时，要认真听取有关活动的注意事项，什么是可以做的，什

么是不允许做的，不懂的地方要询问，了解清楚。

安全小博士 　在外迷路的处理办法

外出集体活动之前，熟记１１０、１２０等紧急报警、求助电话。遇到困

难，及时寻找帮助。

在公共活动场所和老师同学走散，还可以向工作人员求助，通过广

播寻人。

在城市迷了路，可以根据路标、路牌和公共汽（电）车的站牌辨认方

向和路线，还可以向交通民警或治安巡逻民警求助。

在农村迷了路，应当尽量向公路、村庄靠近，争取当地村民的帮助。

如果是在夜间，则可以循着灯光、狗叫声、公路上汽车的马达声寻找有人的

地方求助。

如果迷失了方向，要沉着镇静，开动脑筋想办法，不要瞎闯乱跑，以

免造成体力的过度消耗和意外伤害。

案例启示

秋天到了，晴空万里，真是出游的好时

节啊！学校要组织同学们秋游，目的地是野

生动物园。听到这个消息，小聪高兴得不得

了。到了活动的那一天，小聪更是很兴奋。

下车后，老师集合队伍讲注意事项的时候，小聪的心早飞到动物园里去了。

到了野生动物园，老师组织大家排队前进。小聪新奇地左顾右盼，在

猴子山、熊猫园等地方参观的时候，更是留恋不已，舍不得离开。老师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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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几次，他才一步三回头地跟上队伍。在猩猩园，小聪看着顽皮的小猩

猩，乐不可支。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老师和同学们都不见了。

这下子小聪可吓坏了。怎么办呢？同学们，帮小聪出出主意吧，他怎

么样才能找到老师和同学们呢？

想 和 做

１．回忆一下，学校都组织过哪些集体活动？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

老师都告诉你哪些安全注意事项？

２．集体活动多种多样，每一项活动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收获。但是，

安全出行、安全返回最重要哦。尝试着给以下几种活动设计“安全出行方

案”。写了以后，可以跟同学交流一下，也可以跟老师们请教哦！

（１）参观博物馆

　

　

（２）去公园野炊

　

　

（３）去郊外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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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防止校园踩踏

安全对策

美丽的校园是我们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学习知识、

与同学玩耍，度过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它在我们心中是个温馨的场所，因

为这里有我们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可是，任何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

如果有人不遵守文明行为规范，就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譬如踩踏事故

的发生。当人群较为集中时，举止不文明、拥挤、起哄、制造紧张或恐慌气

氛，踩踏事故就容易发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文明的

素质和修养，同时要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和防护常识。那么，我们应当怎

样做呢？

１．要养成良好的安全和文明习惯：上下楼梯轻声慢步并靠右行走，不

逆向行走。不和同学追逐打闹，人多时不拥挤、起哄。发现同学有不文明

或者有危险性的行为时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及时报告老师。不要好奇

心驱使往人群聚集的地方靠拢。

２．要增强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平时多注意

楼道和楼梯的墙壁上的逃生方向的指示，关键时

刻随机应变。

３．应对危机时心理镇静是个人逃生的前提，

服从大局是集体逃生的关键。在行进中，发现慌

乱人群向自己的方向涌来，应快速躲到一旁，或蹲在附近的墙角下，等人群

过去后再离开。尽量避免到拥挤的人群中，不得已时，应顺着人流走，切不

可逆着人流前进，否则，很容易被人流推倒，而且要尽量走在人流的边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