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生命与安全

未成年人安全教育读本

主　审
李锦昆　陆　云

主　编
顾若瑜　刘亚虹　朱红梅

副主编

黄　静　冷琪雯　杜　永
陆　媛　杨亚敏　马　栋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未成年人安全教育读本 ／顾若瑜，刘亚虹，朱红梅主编．－－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生命与安全 ／李云昭主编）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０６２５－５

　　Ⅰ①未…　Ⅱ①顾…　Ⅲ①安全教育—青年读物
②安全教育—少年读物　Ⅳ．①Ｘ９２５－４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１）第２０２９１８号

未成年人安全教育读本

顾若瑜　刘亚虹　朱红梅　主编

策划编辑：伍　奇
责任编辑：李　红
封面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宝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８８９ｍｍ×１１９４ｍｍ　１／３２
印　　张：５６２５
字　　数：１４１千
版　　次：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０６２５－５
定　　价：１２００元

地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２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６５００９１
发行电话：０８７１－５０３１０７１　５０３３２４４
Ｅ－ｍａ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ｙｎｕｐｃｏｍ



序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小学生的生活空间逐渐扩大，

活动交流领域也不断拓宽。在校期间，他们除了进行正常的学习

外，学校、家庭等周围还有许多活动场所及活动空间。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缺乏一定的社会生活知识，尤其是安全知识，势必会

导致各种安全问题的发生。因此，中小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

体，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非观念尚未形成，特别

是在现阶段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成年人的价值观扭曲、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给中小学生造成了较多的负面影

响，其中不乏为了一些较小的利益，而丧失安全意识，中小学生

安全意识薄弱，部分学生行为失范，导致安全事故和违法案件居

高不下，这已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特别是现阶段，社会

和家长期望的是学校的升学率，教育质量是学校的生命力，学校

片面地追求升学率，施加给学生沉重的作业压力，而忽视对学生

的安全教育，导致学生缺少必要的安全知识，自我保护意识和安

全防护意识缺失，因此，在未成年人中开展安全教育工作，对他

们健康成长，使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

新人意义非常重大。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中，安全教育都显

得及其重要，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安全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

组成部分，可以说，它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自己，还关系到千千

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稳定，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兴衰和长远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加强小学生安全教育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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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未成年人安全教育是开展素质教育的需要

未成年人因其身体和智力发育尚不健全，喜玩好动，对事物

的观察只局限于局部和眼前，判断容易失误。其实在学校除了学

习外还有很多事项需注意；在家庭中还需掌握较多的生活常识；

在社会上还要懂得学会无数综合性的知识。总之，较多的未成年

人对安全的防范意识淡薄，不懂得现实生活中违法的危险性，不

能理解安全的重要性；好奇心强，容易受周围事物引诱，往往有

出人意料的举动，让人防不胜防。因此，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

是提高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预防事故能力的重要途径，“安全重

于泰山”，这是大家的共识，一切漠视生命的态度和做法都是极

端错误的，学校教育应把安全放在头等位置。

社会发展到今天，从现代教育理论的角度要求我们必须由

“应试教育”向 “素质教育”转变。其实教育本身是为了培养提

高学生全面素质，而不是单纯地灌输科学文化知识。中小学生正

处于好动的年龄，贪玩、活泼，课间喜欢追逐打闹，容易诱发安

全事故。据统计，从２００９年度开始，学生的安全事故有逐渐上
升趋势，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及对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学校安全涉及学生生活和学习方面的

安全隐患有２０多种：交通事故、体育运动损伤、火灾、溺水、
食物中毒、网络交友安全、用电安全、心理问题等。这些安全事

故的发生，不仅给孩子及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给学校工

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无法回避的难题，也给社会、政府造成巨

大的负担和损失。我们不难看出，在学校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

具有加速培养合格人才的作用。从学校治理的角度看，开展安全

教育，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的重要前提，是为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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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面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文化氛围，更是学校开展素质

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未成年人安全教育是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的需要

中小学生正处于成长过程中，好奇心、自尊心日见增长，服

从意识淡薄，常有逆反心理，大人告诉他们不能做的事，他们偏

偏去尝试，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安全事故。当前，激烈的升学竞

争、超负荷的学习强度使学生精神紧张、心情压抑，使不少学生

产生了不健康的心理，从而导致较多的不必要的安全事故频频发

生。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广和我国人口发展的状况，在校小

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校园社会化现象日益明显，校内及校园周

边环境日趋复杂。学生来校途中发生意外事故、宿舍内财物丢

失、打架斗殴事件等时有发生。大量事实说明，社会治安的复杂

化，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经常遇到

的问题，也是在其他节假日中遇到的问题。如果中小学生在学校

学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了解、学习、掌握一些法律知识和安

全常识，让同学们不仅可以做到在校期间自己不受伤害，也不伤

害他人，自己不违法违纪并能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而且还可

以依靠法律法规的力量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校期

间班主任及教师经常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加深安全知识的灌输，

形成学生自救自护能力，增强安全意识，能适应现阶段复杂的社

会治安形势的需要。随着网络广泛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未

成年人又增加了新的安全隐患，网络在为人们提供丰富的信息资

源、创造精彩的娱乐时空的同时，已成为未成年人学生学习知

识、交流思想、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它本身所具有的

特殊性逐渐展现，如网络的开放性、隐蔽性、无约束性和虚拟

性，网上交友已成为未成年人交往的重要形式，在网络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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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的人格冲突十分明显，对他们的道德成长环境已构成了

挑战。在现实生活中是好学生，但在网络社会里，网络价值观念

模糊，传统道德规范中诚实守信等道德品质显得苍白无力。一部

分学生认为，网络言行随意放纵是正常的；在网络这样的场所进

行欺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教育学生在网络世界仍要遵守

传统道德规范；一个人在网络环境同样要有个人的人格尊严，网

络言行随意放纵仍是极端不文明的表现，学生们在网上交流使用

语言仍然是体现个人素质的重要表现形式。总之，学校、家长对

未成年人进行的安全教育是现阶段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需要。

三、未成年人安全教育是提高安全意识的重要保证

未成年人正值人生的春天，是家长的希望，更是祖国的未

来，对中小学生开展安全教育，无疑如同在生命中播下平安的种

子。中小学生是社会中一个极为庞大的群体，是国家的未来和希

望。根据未成年人年龄特点，他们的安全意识普遍比较薄弱，自

身安全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为：在自身物品管理上，思想麻痹，

物品随意乱放，中小学生在校园内学习、生活、接触社会少，辨

别是非能力差，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指使其做一些违法甚至犯罪

的事。还有的小学生不注意用电、用火安全，不注意出行交通安

全事项，存在侥幸心理，往往也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因

此，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意识要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其安全的防范

意识，这就应从抓好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开始。做好未成年人安

全工作，抓好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对学校、家庭、社会是

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中小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身心健康发

展，是学校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保证，是摆在学校、家

庭、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所以，在学校、家庭、社会中安全教

育是提高未成年人安全意识的重要保证，积极培养学生的安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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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切实提高学生安全防范能力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生活环

境的千变万化、社会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家庭过多的保护，使许

多学生面对具体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无论是教师、父母、警察

都不可能给任何一个孩子一生的安全承诺和保护，只有学生自己

具备了安全意识和防范突如其来的不可预料的灾害能力，方可一

生平安。因此，安全教育的落脚点应是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形

成自救自护能力。让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善于发现、挖掘生活

中的安全教育的好题材，把广播、电视、生活中听到的安全故事

作为自己安全知识的经验借鉴。

总之，安全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使学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

中增强安全意识，形成安全行为，从而在学习生活中远离不安全

事故。教会学生在灾难来临时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及方法，培养学

生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使之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沉着对付突发

事件，学校是公共场所，学习是集体性生活，学生是未成年，他

们是一群缺乏责任感的特殊人群，安全隐患不可避免，作为学校

应把安全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素质的一项工作来实施；家庭是学生

除了在校学习期间活动最多的地方，安全隐患仍然存在，作为家

庭中的主要成员，父母应把安全教育当做教育子女的一项重要任

务来完成；社会是未成年人除了学校、家庭外所接触较多的场

所，不安全的风险时时伴随，政府部门也应作出相应的措施配合

学校、家庭做好安全教育，因此，学校、家庭、社会都有责任及

义务引导与规范未成年人做好安全教育工作，让未成年人以安全

的行为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规范学生不参与不科学的活动，不

到有安全隐患的区域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使之远离

安全事故，深刻领会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是涉及亿万家庭

的幸福和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保障他们的安全，是家庭和教育

工作者的首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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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责任重于泰山。开展安全教育有利于未成年

人的健康成长；开展安全教育有利于社会环境的净化；坚持以人

为本，把中小学生公共安全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中，

使广大中小学生牢固树立 “珍爱生命，安全第一，遵纪守法，

和谐共处”的意识，具备自救自护的素养和能力，构建起学校、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安全管理网络。

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和国际人口服务组织 （美国云南办事处）

的支持和鼓励下，由云南警官学院顾若瑜、刘亚虹、朱红梅、杜

永、黄静、冷琪雯、陆媛、杨亚敏及马栋编写了本书，顾若瑜、

刘亚虹、朱红梅对全书进行了统稿，最后由李锦昆、陆云作两位

教授审定。该书初稿形成后较为广泛地征求了具有相关工作经验

的人士的意见及建议，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和帮助，在编写过程

中，我们还借鉴和参考了有关业务部门及多家网站的相关资料，

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时间较紧，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许多疏漏及不当之

处，恳请读者见谅及赐教。

２０１１年８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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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校园侵害行为及预防

第一节　校园安全知识概述

安全，现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这个问题贯穿在校园的每一

个角落，它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学生能否安全、健康地成长，关

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稳定。学校安全工作是全

社会安全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校园安全问题已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当今社会中的未成年人，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即

“和平、安全、繁荣的风险社会”。一方面，他们所生存的社会，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安全、最和平、最繁荣的社会。没有战争、

没有内乱，而且，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同时也是一个风险巨大

的社会。社会中的每一个未成年人，时时处处都可能面临着来自

生活方方面面的不安全因素。

校园安全与每个师生、家长和社会有着切身的关系。从广义

上讲，校园安全事故是指学生在校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突发的因

素而导致的人为伤害事件。就其特点而言，责任人一般是因为疏

忽大意过失失职，而不是因为故意而导致事故的发生。１９９０年，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意外伤害是儿童

未成年人致伤、致残的最主要原因。在我国，学龄儿童的意外伤

害多数发生学校和上学的途中；而在不同年龄的未成年人中，又

·３·



以１５～１９岁意外伤害的死亡率最高。意外伤害不仅造成了大量
儿童的永久性残疾和早亡，消耗了巨大的医疗费用，而且削弱了

国民生产力。既给孩子及家庭带来痛苦和不幸，又给社会、政府

及学校造成巨大的负担和损失。

我国在校学生有２亿多，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我国１５岁以
下的未成年人因疾病、车祸、火灾、水害、自杀、他杀等原因造

成意外伤害死亡的人数近５０万。这些潜伏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
可能降临的横祸，与缺乏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有直接的

关系。

校园安全涉及未成年人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安全隐患诸多：食

物中毒、体育运动损伤、网络交友安全、交通事故、火灾火险、

溺水、毒品危害、性侵犯、艾滋病等等。

据有关未成年人问题研究专家介绍，目前我国中小学生欠缺

安全防范知识的严峻现实令人担忧。全国每年约有１６万名中小
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有４４名学生死于食物中毒、溺水、
交通等安全事故，相当于一个教学班意外消失。这其中，除去那

些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以外，约有

８０％的非正常死亡通过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专家惊呼：意外伤害正在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的第一杀手！因此，

加强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

意外伤害成为头号威胁。春游没有了，课间活动减少了，体

育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尽管这样校园伤害事件仍令家长和学校

谈之色变。据调查，中小学生人身伤害的第一因素是意外伤害，

其中发生在校园中的伤害事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楼道拥挤造成

学生受伤、课间追跑打闹造成划破或骨折、课堂上被铅笔头扎

伤、实验过程中被烫伤、溺水身亡等意外事件令人防不胜防。一

个孩子的安全健康成长，关系到一个乃至几个家庭的幸福快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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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每一个孩子，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意外事故减少到最低限

度，已成为中小学教育和管理的重要内容。

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在５月３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把维护校园安
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这已是教育

部在不到２０天里连续三次对中小学校园安全问题进行表态。面
对严峻形势，呼吁全社会齐抓共管，形成 “关爱生命，关注安

全，从我做起，人人参加，共创平安校园”的良性氛围。

第二节　预防校园内的 “抢”

一、“抢”的方式

“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抢劫，一种是抢夺。

抢劫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具有较大的危害性、骚扰性，往

往转化为凶杀、伤害、强奸、流氓等恶性案件，严重侵犯学生的

财产及人身权利，威胁学生生命安全，造成学生生命、健康及精

神上的损害。

抢夺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然夺取他人财物的

一种犯罪行为。其特点是作案人未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但作

案人在实施抢夺行为时，极有可能造成攻击目标的人身损害，因

而这类案件严重侵害了学生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具有较大的、潜

在的危害性。

二、校园内 “抢”的特点

受校园环境的制约，校园内的抢夺、抢劫案件有其显著

特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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