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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什么样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只有一句话———新

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

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

渐渐地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这是胡适对新生活的定

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为呢？我们认为新生活就是青少年

能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才。

青少年能否成为新生活的主人，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够

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能力，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中小学时期正是积累知识培养各种能力的关键时期，青

少年应该认清自己，作好自我的人生设计和规划，有针对性地

进行自我学习和训练，全方位塑造自己。

２１世纪是一个竞争的世纪，这种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

人才素质和能力的竞争。未来社会对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提高青少年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开阔青少年的视野是基础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新生活》丛书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组织素材，主要由各

种素质培养方法和技能组成，主要包括：学会演讲文艺、学会



创新之路、学会自立之才、学会自娱之道、学会读书之径、学会

自卫之计、学会交往之礼、学会写作之技、学会学习之法、学会

处事之智，学会防病之秘、学会审美之趣、学会守法之规、学会

推理之思、学会管理之术、学会关爱之情、学会健体之招、学会

适应之能、学会生活之益和学会做人之本。

本套丛书编写体例系统而科学，内容丰富而新颖，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是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好伙伴，也是帮助青少年

成功成才的好图书。

本套书适合青少年读者、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家

长阅读。因编写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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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一章　校园内的自我防卫

学校虽然是学生们读书、生活的神圣场所，但绝不是“世

外桃源”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教育部自１９９６年开始，把每年

的３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把

学校的安全教育纳入议事日程，同时也普遍加强了对中小学

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

在校园里，当面临危险时，你如何应对？当有危险隐患

时，你能否及时预防？让我们“从现在做起”，远离伤害，健康

成长！

一、如何避免拥堵造成的伤害

１．在楼梯、通道等有隐患的地方要避免集中出入，躲开人

流高峰。即使时间紧迫，也不要争先恐后，要记住，安全永远
1



２　　　　

是第一的。

２．当你平时发现这些地方有安全隐患时，如有障碍物、电

灯不亮等，要及时报告老师，争取尽快解决。

３．遵守秩序。嬉戏打闹是孩子的天性，但是在楼道里打

闹就很容易出危险。而且孩子们都有这样的心理———很多人

一起往前挤，觉得很好玩，但是这样的“好玩”是会玩出性命

来的。

二、如何避免校园劳动造成的伤害

同学们每天在学校里不但进行学习活动，还要进行各种

劳动，像打扫卫生，上劳技课，到校办工厂、农场或生物园劳动

等等。同学们所从事的劳动大多数是一些简单的轻体力劳

动，但如果不注意安全，同样会发生重大事故。

１．同学们在劳动时，手里往往拿着各种工具，像扫把、水

桶、锤子、钳子等等，在劳动中嬉戏打闹，手里的工具很容易弄

伤自己或别人。劳动前领取工具和劳动后归放工具要有秩

序，不得争先恐后，否则易出意外。要按老师的示范正确地携

带工具，不得边走边把工具挥来舞去。

２．在没有绝对安全的防护栏时，一定不能去擦楼房玻璃

窗或收挂窗帘。不能随意拨弄电器开关。低年级同学，不能

擦拭高处的风扇、灯管；高年级同学，也要老师在场，先切断电

源才能擦。踩在凳子、桌子上，清洁高处时要留意桌凳是否结

实。搬重物上下楼梯，谨防跌伤、压伤。在室外劳动，要小心
2



３　　　　

被玻璃、钉子、树枝划伤身体。

３．在农场或生物园劳动，要弄懂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

使用农药时，留意不要让农药沾到自己的皮肤或溅入眼里，弄

清楚农药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用剩的农药要收回。

４．上劳技课，学缝纫、编织时，要学会正确使用缝纫针、缝

纫机、编织针的方法，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谨防扎伤手

指或不小心刺伤别人。如果使用到电器，切记不能带电操作，

电器工具引线、电线有破损的一律不要使用。在有车床的地

方，要戴手套，要戴无沿或短沿帽，把头发藏进帽子里，防止被

卷进车床里；最好戴防护眼镜，以免火星溅入眼睛；不能用手

直接接触铁屑，以免被烫伤或刺伤。

三、如何防止做实验造成的伤害

在我们的课程中，会经常接触实验课，以此来提高同学们

的学习兴趣，增强同学们的记忆力。但无论是观察老师做实

验还是自己动手做实验，同学们都要遵守安全操作要求，谨防

发生事故。

１．每次做实验之前，同学们要听清老师讲的实验操作规

则和注意事项，对禁止做的事情要严格遵从，不可不以为然，

或出于好奇要尝试一下，一旦发生事故就悔之已晚了。

２．做实验常常要用剪刀、小刀、玻璃器皿等。同学们不能

手里拿着这些器具玩笑嬉闹，以免刺伤划伤。实验过程中也

不能嬉戏打闹，以免碰损实验用品，引发事故。

3



４　　　　

３．实验中，不论是老师用到的还是同学们自己用到的药

品，都不能用手直接拿取，更不能放进嘴里尝一尝，即使是糖、

盐也不能尝！若不慎让药品沾上眼睛、皮肤，要在老师指导下

用清水冲洗，必要时送医院治疗。用剩的药品按要求放回药

瓶里，或放到老师指定的地方。

４．观察实验时，身体、脸要离开实验装置一段距离，从侧

面观看，不要从上往下俯看，更不能脸冲着烧杯口、试管口等

观看，以免实验中的火星、药液有害气体溅伤眼或面部，实验

中使用到电器时，要注意插座、插头、电器引线、电线是否完

好，谨防触电。

５．实验结束，应按要求整理好实验用品，切不可把实验器

具、药品等带走，以免发生危险和对以后的实验造成不便。

四、如何避免校园暴力造成的伤害

受人欺侮会引起青少年严重的恐惧、憎恨、耻辱和沮丧的

感觉。这是因为大多数青少年都非常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

在意自己给群体中其他成员所留下的印象。因此，当他们被

同伴嘲笑或排斥时，心理会变得十分脆弱。同伴们为了掩饰

自己的缺点或不足，也总是要找一个可以奚落、嘲笑的目标。

最常见的是给同学起“绰号”，可能因其过度肥胖或瘦弱等生

理缺陷，也可能与家庭或家族的背景有关。

那么，当你碰到这样不顺心的事情时，应当怎样正确对

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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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卑不亢，不怕他，因为他们

毕竟是极少数人。

２．振作起来，自强不息。人没有十全十美者，同学嘲笑你

的缺点，你当奋起自卫，以实际行动令他人消除偏见。如瘦弱

者可通过体育锻炼强健体魄；肥胖者可经过不懈的运动达到

减肥的目的；成绩差者应努力学习拓展知识面；外貌平庸者应

展示完美的个性品质以服人。

３．寻求同学的理解、帮助，改变现状。当你灰心绝望之

时，你不妨仔细想一想，你真的陷于无法改变的状况吗？周围

的同学真的全都失去了同情心，丧失了正义感吗？人生道路

难免会碰到沟沟坎坎，一旦你洞察了自己所拥有的内在力量，

并认清外部环境不是你所想的那样严重时，你便会勇敢面对，

努力改变现状。

４．学会自卫，不在暴力面前屈服。在别人做坏事时，义正

词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并团结广大同学齐心

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５．开诚布公倾诉，争取老师的帮助。当你谈论这些问题

时，虽然会产生羞辱感，并为此而觉得痛苦且有损于自我形

象。然而通过倾诉，你内心的不快便可得到释放，同时也有利

于老师了解真相，采取相应措施。

正确的方法是让内心的愤怒在不危害他人、社会和自身

的前提下，找个适当的时机和场所，适度发泄一下，或用各种

方法把自己的注意力引向他方，使自己的心境得以愉快起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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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进而增强自信心和恢复自控。

五、如何预防及救护体育课中造成的伤害

当前学校各类伤害事故中，体育课上发生的事故占相当

大的比例，据专家统计，体育课发生的事故要占去全部学校事

故的３０％－４０％。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实质是因体育活

动性质所定。体育作为一种激烈、对抗性强，极具竞争色彩的

竞技活动，难免会出现种种意外。由于这些意外事故，学生是

直接受害者，会影响其学习，教师也会因为体育事故受到校方

责问，倘若事故发生的比较严重，则家长会和学校发生比较严

重的纠纷。这样既影响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家长也是心有怨

言，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也可能会因为纠纷给其

心理上带来巨大压力。

下面介绍几种体育课中常见的损伤症状以及处理方法，

供大家参考。

１．闭合性损伤

（１）震荡伤：是指受到冲击或打击，使组织发生一时性的

功能障碍，而无明显结构变化的运动损伤。多见于既软又脆

弱的组织器官，如脑、脊髓、神经等。一般无需特殊处理，但应

采取措施保护不再受刺激，往往在数小时或数日内能自行

恢复。

（２）挫伤：是指组织直接受打击后出现较轻的，仍能维持

该组织完整性的运动损伤。皮下组织或肌肉的挫伤，局部表
6



７　　　　

现为皮肤青紫、皮下淤血、肿胀，由于能自行修复，通常也无需

特殊处理。但有血肿者，应短时制动、抬高患肢，头两天冷敷

止血，以后则予热敷，加速吸收。

（３）扭伤：一般是指关节附近的韧带在过度屈伸、旋转活动

时，受力过大而导致撕裂伤，也就是说肌肉、肌腱、腱膜等软组

织被强力牵张后受伤。表现为局部肿胀、疼痛、青紫等。处理

方法基本上与挫伤相同，但要求制动时间更长，待结缔组织修

复较牢后才能逐步恢复活动，否则会转为慢性损伤。

２．开放性损伤

（１）擦伤：是指皮肤被粗糙物擦过所致的表面运动损伤。

伤处仅有擦痕、少量渗血及渗液，可用过氧化氢溶液消毒，再

敷上药物，亦可用紫、红汞液外涂。

（２）刺伤：由尖锐物件戳刺所致。创口小而深，可造成深

部组织损伤及异物存留。必须尽早清创，取出异物。刺伤较

易引起破伤风，要注意防治。

（３）裂伤：为铁器撞击或挤压造成的皮肤及深层组织断

裂。创缘常欠整齐，易发生组织坏死和感染。宜尽早彻底清

创、修复。

３．迷眼

迷眼主要是因为学生的队伍面对风向或强烈的阳光，让

夹杂的沙尘和太阳光线迷伤眼睛，另外在跳高、跳远、单杠、双

杠、球类等项目活动时也易迷伤眼睛。出现此类损伤后，应及
7



８　　　　

时制止学生不要用不卫生的手或衣角擦拭，否则很容易使进

入眼球的沙粒划伤眼角膜，致使给眼睛处理带来麻烦。其处

理方法有三：

（１）可将学生的眼睑翻起，用卫生柔软的纱布轻轻地擦去

即可。

（２）如果感觉小沙粒在上眼睑，可用笔杆卷起眼皮，然后

将下眼皮推入上眼皮，使眼皮相互擦，而后将眼皮还原，这样

睫毛和泪水就将沙粒带出来了；如果感觉小沙粒在下眼睑，用

上述方法反复处理即可。

（３）如果是上眼皮内有沙就向下牵拉下眼皮，拉到有眼泪

向下流，沙粒就会带出来了。同样下眼皮有沙，用上述方法处

理即可。

（一）

学校发生的拥堵挤压，主要集中在楼梯、通道、台阶、厕

所、校门等处。例如，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３日，山东省平邑县武台

镇中学初一年级学生下晚自习时，因楼梯电灯不亮，个别学生

跌倒，导致后面大量学生挤压，造成５人死亡，３２人受伤。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广纳镇中心小学，发生拥挤踩踏事

故，造成８名学生死亡，１７名学生受伤。

（二）

星期五下午最后一节课，学校进行大扫除。某校初二（５）

8



９　　　　

班的教室在五楼，靠路边的一个窗口的窗帘脱钩了，在教室里

打扫卫生的同学赵娟娟爬上课桌，踏上窗台，要把脱钩的窗帘

挂好。这座教学楼的窗口都没有防护栏。

赵娟娟同学个不够高，踮着脚去挂窗帘钩，脚下没站稳，

身子一晃，向窗外坠落下去，摔成重伤，在医院抢救了两天没

能挽留住性命。

（三）

一天，初一（２）班的同学上实验课，老师指导大家学习使

用酒精灯。老师要求大家在点燃酒精灯时，先取下灯帽，用点

燃的火柴去点燃酒精灯，而不能端起酒精灯并使它倾斜着到

其他任何火源上借火。而小刚却不以为然，就端着酒精灯到

邻桌已点燃的酒精灯上去点。就在他倾斜酒精灯靠近火焰的

时候，灯里的酒精溢出来，遇火“腾”的一声燃着，顷刻桌面和

小刚的手、衣袖被烧成一片。老师赶快用湿毛巾包住小刚的

脸、手，组织同学们用沙、棉布盖灭了桌上的火焰。结果小刚

的手被烧伤，需要住院治疗。

（四）

施伟就读于一所重点中学。在小学里成绩出众的他，来

到强手如林的市重点中学以后，突然显得“愚笨”起来，成绩掉

在年级末尾，行为动作老是出错，加上施伟个头长得较矮胖，

同学便给他起了个绰号。不仅如此，一些顽皮的同学还利用

他动作迟缓的缺陷，时不时从背后袭击他。凡此种种，搞得他
9



１０　　　

痛苦不堪，以致花费了所有的零花钱去结识外校一个沾有不

良习气者，以寻找保护。初中三年中，施伟的成绩始终没有提

高，心态也十分恶劣，整天处于混混沌沌的状态中。他学会了

逃课、撒谎，用父母交给他外出补课的钱去电脑房打电子游

戏。中考成绩揭晓后，施伟的成绩一落千丈，父母为此叹息

不已。

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的孩子结成“团伙”，名为讲

“义气”，实际上专门欺负弱小或是他们看不顺眼的同学。从

以上实例可见，校园暴力多与某些学生的不健康心理相联系，

由于他们对家长、老师、同学不满，便以盲目的反抗情绪和攻

击的态度对待别人。也有的孩子从小缺乏与同龄人的正常交

往，不会与人和睦相处，养成了随便打人骂人的坏习惯。而受

到欺侮的学生会感到校园内缺少温暖和正义并因此而怀恨在

心，有时会以旷课或拒绝上学作为泄愤的手段。长期发展下

去，会使其心理受到扭曲而做出一些反社会性的行为，甚至走

上违法犯罪道路。

防止校园伤害

小明是某省重点中学的优秀生，在一次放学的路上，被迎

面而来的大卡车带出十余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就这样离开
10



１１　　　

了人间。近年来，中小学校发生像小明这类的交通事故不断

增加，交通事故已成为中小学生的一大杀手，而由交通事故、

食物中毒、危房倒塌、溺水、网络犯罪等意外伤害带给校园和

青少年学生的惨剧则实在太多：

２００３年，辽宁省海城由于饮用有问题的豆奶致使近３０００

名学生集体中毒；

２００３年，北大、清华校园餐厅发生令人震惊的爆炸案；

某市组织一群学生参加体育加试，由于汽车严重超载，导

致车祸，掉下深山的孩子多数无法生还；

在某省一学校的晨会上，上千名学生在楼梯争相拥挤，不

幸造成２８名孩子被挤死，５９人受伤．．．．．．

校园意外伤害事故频发

据了解，我国每年约有１．６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

２０００年，中小学生因安全事故、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死亡

的，平均每天有４０多人，就是说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消

失”。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的全国性大型

调查发现，安全事故已经成为１４岁以下少年儿童的第一

死因。

在对全国１１个城市４．３万余名中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

非致命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为２４．１％，其中造成身体损害的占

１．６４％，永久性伤残的占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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