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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是一个地震灾害极其严重的国家，国内的地震具有频

度高、分布广、震源浅、强度大和成灾率高等特点。地震灾害

在我国是名副其实的群灾之首，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自

然灾害死亡人口中，死于地震灾害的占一半以上。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发生了多次特大地震，其中以 1976 年发生的唐山

大地震和 2008 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最为典型，都造成了巨大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灾害严重威胁着人民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起着制约作用。

早在 1997 年，我国就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

法》，标志着我国的防震减灾工作已经纳入到法制化管理的轨

道。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吸取了地震中的经验和教训，我

国又组织专家、学者对 《防震减灾法》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

订，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

2008 年 12 月 27 日通过，并于 2009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地震灾害的重视程度。

提高包括青少年朋友在内的广大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应对灾

害的能力，是我国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要求，也是我们编

写这套丛书的宗旨。

本套“认识地震”丛书，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普及地震常识，教给人们在地震发生时自救互救的



方法。通过介绍各种避震的要诀，让人们掌握基本的避震方

法，以及地震发生后的自救与互救技巧。

第二，介绍一些急救的知识，让人们学会紧急救护的方

法。地震发生以后，往往会发生伤员出血、骨折等各种伤害的

情况，因此，掌握特殊情况下的紧急救治措施，也是非常必

要的。

第三，介绍震后的防病防疫知识，让人们能够做到自觉远

离病疫。震后的灾区，面临着病疫流行的威胁，因此，针对震

后灾区的防病防疫就必不可少，这也是人们应该了解的基本

常识。

第四，介绍震后的心理康复知识，帮助受灾群众早日走出

心理创伤的阴影。地震不仅会对人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地震中

的心灵创伤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地震灾后的

心灵创伤与地震瞬时的伤害相比，要更为持久、更为严重，因

此，地震灾后的心理康复问题，是所有经历地震的人们都必须

经历的个人心理调适过程，也是一个包括震区在内的全社会的

心理重建的过程。

目前，人类还无法完全控制地震，但只有全面认识地震，

才能正确地对待地震。通过增强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树立人

们防灾害避害的信心，真有一天地震不幸来临之际，我们才有

足够的知识、能力和勇气，去面对地震，并将地震可能带来的

危害降到最低。

成都市社科联副主席、社科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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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引 言

作为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学校无疑需要承担起在

校师生、员工的安全保证和安全教育的责任。除了校区日常安全管

理之外，学校的防震减灾教育也不容忽视。学生的未来是从学校放

飞的。然而，一旦发生地震，如果没有做好保证学校在地震中的安

全的措施，就无法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更别提给学生一个美好的

未来了。

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学校在地震中的不安全。学校安全教育，

尤其是地震安全教育的缺失或是不完善; 学校的地震预防工作不到

位，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不足; 学校建筑质量上存在问题，并且缺

乏应有的保障学校建筑安全的制度和机制; 学校没有开展防震安全

演练，或是开展的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都可

能在地震来临的时候，让学校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解决学校在地震中的不安全因素，就需要针对每种不安全因素

的产生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应对和处理。

在学校教育中主要增加安全教育的内容，尤其是要增加地震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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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育的内容，处理好地震安全教育与其他安全教育内容的关系，

处理好安全教育与日常教学的关系，为广大师生在地震安全教育中

的角色进行定位，这是做好学校地震安全教育的必由之路，也是改

变地震安全教育缺失和不尽完善的唯一途径。

加强学校的地震防御能力建设，认识其在保证学校安全中的重

要性，制定和确立学校在地震预警和应急处理上的方式方法，是保

证地震中的学校安全的前提条件。

地震中的学校建筑安全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汶川地

震发生以后，人们对于学校建筑的关注明显升温，保证学校建筑在

地震中的安全本身已经成长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引起了热烈的

讨论和关注。

与地震安全教育一道，学校的防震安全演练一起构筑起保证地

震中学校师生生命安全的保护伞。因此，学校防震安全演练也越来

越成为保护师生安全的一把金钥匙。

另外，就如何保证学校在地震中的安全制度建设，成为保证学

校、学生安全的探索方向。我国古代的地震安全制度和汶川地震后

我国的地震安全制度，国外的一些经验以及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的探

索，都在为保证地震中的学校安全做出自己的努力尝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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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校地震安全教育

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地震安全教育的内容，处理

好地震教育和其他安全教育内容的关系，处理好安

全教育与日常教学的关系，为广大师生在地震安全

教育中的角色进行定位，这是做好学校地震安全教

育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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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学校安全教育与日常教学

学校安全教育是学校维护教育教学秩序的保证，是保持良好的

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保证青少年学生安全健康成长的先决条件。

学校安全教育与日常教学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学校教育与公共安全教育

学校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活动，由专门机构

承担并有专职人员进行教学活动，目的是通过系统的、有组织的教

学过程来影响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储备、思想品德修养，帮助其建

立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系统。学校教育是整个教育制度重

要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教育一起构成了教育的完整架构。一般地，

学校教育中的受教育者又根据年龄和身心发展程度的不同，具体地

指学龄儿童、青少年、其他年龄人群等，与之相对应，学校教育通

常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学校教育的内容是丰富的，既应该包括文化知识上的传授，也

应该包括公共安全上的教育，而我们在实际中却往往忽视后者，起

码是重视得不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学校的安全事故频频

见诸报端。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一些本来可以避免或者是可

以减小伤亡情况的措施没有实行，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是把安全
·4·



第一章 学校地震安全教育

教育纳入到学校教育范畴的时候了。

2007 年 2 月 7 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制定的 《中小学公共安

全教育指导纲要》，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认真贯彻执行。这

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对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提出规范的要求，

为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了保障和政策依据，对于推

动公共安全教育进课堂起到了重要作用。《纲要》对各个不同学段的

学生进行了分别对待的原则，根据其年龄及身心发展阶段的不同，

具体地为小学 1 ～ 3 年级，小学 4 ～ 6 年级，初中生，高中生进行了

详尽的安全教育模块设计。

学校教育中的公共安全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责任

感，使学生逐步形成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行为的知识和技能，

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发安全事件中正确

应对的习惯，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中小

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学校公共安全教育主要内容

公共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公共卫生、

意外伤害、网络与信息安全、自然灾害以及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故

或事件六个模块。重点是帮助和引导学生了解基本的保护个体生命安

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知识和法律法规，树立和强化安全意识，正

确处理个体生命与自我、他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了解保障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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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方法并掌握一定的技能。《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对不

同学段各个模块的具体教学内容进行了方向性的规定，现列出如下:

公共安全教育已经成为一项重要政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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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 1 ～ 3 年级的教育内容重点为:

模块一: 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类事故。

( 1) 了解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的危险和危害。

( 2) 了解并遵守各种公共场所活动的安全常识。

( 3) 认识与陌生人交往中应当注意的安全问题，逐步形成基本

的自我保护意识。

模块二: 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事故。

( 1) 了解基本公共卫生和饮食卫生常识。

( 2) 了解常见的肠道和呼吸道等常见疾病的预防常识，养成良

好的个人卫生和健康行为及饮食习惯。

某小学的“安全教育大课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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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预防和应对意外伤害事故。

( 1 ) 学习道路交通法的相关内容，了解出行时道路交通安全

常识。

( 2) 初步识别各种危险标志; 学习家用电器、煤气 ( 柴火) 、

刀具等日常用品的安全使用方法。

( 3) 初步具备使用电梯、索道、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

意识。

( 4) 初步学会在事故灾害事件中自我保护和求助、求生的简单

技能。学会正确使用和拨打 110、119、120 电话。

模块四: 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

( 1) 了解学校所在地区和生活环境中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及其

危险性。

( 2) 学习躲避自然灾害引发危险的简单方法，初步学会在自然

灾害发生时的自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简单技能。

模块五: 预防和应对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件。

( 1) 与同学、老师友好相处，不打架; 初步形成避免在活动、

游戏中造成误伤的意识。

( 2) 学习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听从成人安排或者利用现有条件有

效地保护自己的方法。

2． 小学 4 ～ 6 年级的教育内容重点为:

模块一: 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类事故或事件。

( 1) 认识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或事件的危害和范围，不参与影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