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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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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某些偶然

突发因素而导致的人为伤害事件。 就其特点而言， 责任人一

般是因为疏忽大意或过失失职造成的， 而不是因为故意而导

致事故发生的。

校园安全工作是全社会安全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

部分， 它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学生能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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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生作为

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的健康成长涉及千家万户， 保护中小

学生的安全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在我国， 青少年学生的意外伤害多数发生在学校和上学

途中， 而在不同年龄的青少年中， 又以 １５ ～ １９ 岁意外伤害的

死亡率最高。 据有关部门对中小学生安全问题的调查表明：

中小学生中 ５２ ８％的认为比较安全， １２ ５％的认为自己不是

很安全， 还有 ３４ ７％的认为自己的安全状况 “一般”。 在调查

是什么因素对中小学生安全影响最大时： 有 ４７ ２％的认为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影响最大， 再依次是 “学校周边的不

良环境” 占 １９ ４％、 “交通安全” 占 １５ ３％、 “交友的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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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６ ９％， “上经营性网吧” 占 ２ ８％， “其它” 占 ８ ４％。 近

年来， 有关校园暴力和暴力伤害事故更是频繁发生， 严重损

害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影响了校园良好的教学环

境。 在新的形势下， 给校园安全管理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广泛重视。

可见， 加强和保护中小学生的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

是必须要做到广泛宣传， 让全社会都来保护中小学生安全和

关心青少年犯罪问题， 特别是学校要担负起重要责任； 二是

孩子父母要正确关心、 引导、 管好孩子， 要教育孩子随时注

意自身安全； 三是中小学生要加强安全知识的学习， 做到有

备无患， 增强人身预防和安全保护意识。

校园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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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 我们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特别编辑了这套 “学

校安全管理规范与安全活动策划” 图书， 主要包括交通安全、

用电安全、 防火安全、 运动安全、 网络安全、 灾害危险自救、

防骗防盗防暴与防身自卫、 预防黄赌毒侵害、 饮食卫生与疾

病预防、 和谐相处与遵纪守法等内容， 图文并茂， 生动有趣，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 是各级学校用以指导广大中小

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的良好读本， 也是各级图书馆收藏的

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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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遵守交通安全基本常识



遵守道路交通法则

一、 人行横道信号灯的指示含义

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 要遵守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规定。

１ 绿灯亮时， 可以通过人行横道。

２ 绿灯闪烁时， 不要进入人行横道， 但已进入人行横道

的可以继续通行。

３ 红灯亮时， 不准进入人行横道。

二、 养成看指挥信号的习惯

从路口经人行道过马路时， 由于车辆来往频繁， 所以我

们要养成看指挥信号的习惯。

１ 红灯亮时， 禁止车辆通过时，

可以横过马路。

但仍需注意来往车辆， 千万不

要以为红灯时， 交叉路口没有车辆

驶过， 就可以抢行穿越马路。

２ 黄灯亮时， 不准车辆、 行人

通过， 但已超过停止线的车辆和已

进入人行横道的行人， 可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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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

３ 绿灯亮时， 准许车辆通行， 不可横过马路。

４ 黄灯闪烁时， 车辆、 行人须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通行。

三、 遵守交通指挥棒信号

交通指挥棒是保证我们安全过马路的标志， 所以一定要

依照指挥棒的标识行路， 以免发生交通事故， 危及生命安全。

１ 直行信号： 右手持棒举臂向右平伸， 然后向左曲臂放

下， 准许左右两方直行的车辆通行； 各方右转弯的车辆在不

妨碍被放行的车辆通行的情况下， 可以通行。

２ 左转弯信号： 右手持棒举臂向前平伸， 准许左方的车

辆转弯和直行的车辆通行； 右臂同时向右前方摆动时， 准许

车辆左转弯； 各方右转弯的车辆和 Ｔ 形路口右边无横道的直

行车辆， 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通行的情况下， 可以通行。

但行人不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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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停止信号： 右手持棒曲臂向上直

伸， 不准车辆通行， 这时行人可通行。 但

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 可以继续通行。

四、 手势信号的含义

中小学生在过马路时要注意交通警察

的手势信号， 依照信号安全过马路。

１ 直行信号： 右臂 （左臂） 向右 （向

左） 平伸， 手掌向前， 准许左右两方直行

的车辆通行； 各方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

被放行的车辆通行的情况下， 可以通行。
２ 左转弯信号： 右臂向前平伸， 手掌向前， 准许左方的

车辆左转弯和直行的车辆通行； 左臂同时向右前方摆动时，
准许车辆向左小转弯； 各方右转弯的车辆和丁形路口右边无

横道的直行车辆， 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通行的情况下， 可

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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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停止信号： 左臂向上直伸， 手掌向前， 不准前方车辆

通行； 右臂同时向左前方摆动时， 车辆须靠边停车。

五、 过马路必须遵守的法则

交通法则是使我们能够安全过马路的规则， 中小学生一

定要严格遵守以下法则：

１ 行人须在人行道内行走； 没有人行道的， 须靠边行走。

２ 横过车行道须走人行横道。 通过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人

行横道， 须遵守信号的规定；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人行

横道， 须注意车辆， 不要追逐、 猛跑。 没有人行横道， 须直

行通过； 不准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 有人行过街天桥

或地道的， 须走人行过街天桥或地道。

３ 不准穿越、 倚坐车行道和铁路道口的护栏。

４ 不准在道路上扒车、 追车、 强行拦车或抛物击车。

５ 列队通过道路口时， 每横列不准超过 ２ 人。 儿童的列

队须在人行道上行进， 成年人的队列可以紧靠车行道右边

行进。

列队横过车行道时， 须从人行横道迅速通过； 没有人行

横道的， 须直行通过； 长列队伍在必要时， 可以暂时中断

通过。

６ 在车辆多和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 交通部门在马路

中间设置了交通护栏。 许多同学图省事， 怕绕路， 上下学经

常跨越栏杆横过马路， 这样做， 实在太危险。 因为， 驾驶员

反应再快， 猛然发生的事情也会使他措手不及。

７ 集体外出活动时， 必须在教师的带领下有秩序地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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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 不要成群打闹、 嬉戏或做其它活动。

８ 在道路上行走时， 如有人从马路对面招呼你， 不要贸

然横穿马路， 可以在路旁等候或经人行通道横过马路。

９ 走路要专心， 不可以东张西望或看书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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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 “红绿灯” 法则

“红灯停， 绿灯行， 黄灯注意要看清。 过马路， 左右看，

交通规则记心中。”

这首儿歌简要的说明了交通信号对我们人身安全的重

要性。

一、 交通信号

交通信号灯是以不同颜色的信号来实现交通控制和安全

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红绿灯实际上有三种颜色： 红灯， 表示

禁止通行； 黄灯， 表示警告信号； 绿灯， 代表可以通行。 同

时， 交通信号灯还可以分为指挥信号灯、 车道信号灯和人行

７



横道信号灯三类。

二、 红绿灯的重要性

有了红绿灯， 就能使交通顺序变得井井有条， 所以， 为

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严格遵从红绿灯和

交通民警的指挥。 否则， 如果没有了秩序， 整个城市的交通

都乱了套， 行人的生命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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