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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材》即将发行。

这对于增强中小学生的安全意识，普及安全防范知识，保障校园安全，

促进中小学生的安全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政府秉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亲切关怀广大青少年和儿童

的安全健康问题，高度重视中小学安全教育工作。针对各地发生的校园、

校车等事故，中央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落实防范措施，确保每一位中小学生的生

命安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在

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开设安全知识课程，提高青少年在道路交通、消防、

城市燃气等方面的识灾和防灾能力”。

分析近年来发生在各地中小学的伤害事故，深感安全教育缺位、安

全意识薄弱，是造成事故发生的最重要原因。我们有的孩子， 从小有着

浓郁的英雄主义情结，对于具有一定风险的事情充满了好奇，有着强烈

的以身一试的欲望。这对于青少年和儿童来说，应该是很正常的。 但由

于他们年龄尚小，难以清醒认识理想与现实、艺术形象与真实人物、 想

象夸张与自身脆弱的承受能力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导致判断失误、行

为出错，甚至使生命之花早早凋零。有的孩子把鲁莽和无知视作勇敢， 为

显示其“勇敢”，常常做出一些毫无价值的冒险行动。中小学生当中发

生的大量溺水、触电、高处坠落摔伤等人身伤害事故，多因此而发生。 有

的孩子把无聊视作有趣，对自身不恰当行为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及其严

重后果估计不足，甚至把别人的紧张慌乱和校园内大范围混乱局面的出

现，看作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为此常常做出一些恶作剧。这种行为

往往成为引起校园踩踏、火灾等群死群伤事故的始作俑者。不少孩子对

面临的危险意识不到，一些同学常年乘坐安全隐患很多、超载严重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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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上学。近年来发生了多起校车事故，其主要责任固然在于肇事车

主、 校方和相关管理部门，必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但乘车的孩子以及

他们的家长，如果安全意识强一些，对潜在的危险能够有所辨识并提出

自己的意见，或者在具有隐患和超载严重的情况下拒绝乘车，就一定会

起到超前防范的作用，一定可以防止或减少生命损失。许多孩子缺乏自

救常识，事故发生后惊慌失措、逃生无门，加大了事故造成的损失。

基于上述，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消防、红十字会、 地

震局等专业部门共同组织编写了我国首套分年级、实效性强的《全国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材》。

本套教材在遵循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

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等纲要性指导文件的基础上，以真实、生动

的图片漫画形式，分年龄段有针对性地融入大量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及

分析说明。教材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分阶

段引导学生增强安全意识，逐步掌握安全技能，从而实现“学够八学时， 自

主保安全”的中小学安全教育目标，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学生缺乏安全意识，

面对意外情况束手无策，导致伤害发生的问题。相信孩子们系统学习本

套教材后，在遇到类似的突发情况时，一定会想起书中的案例及其应对

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伤害或自救逃生。

希望以本套教材为契机，从基础抓起，多部门联动，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这不仅是素质教育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 

 

2014 年 10 月 3 日



寄  语

安全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 青

少年的安全不仅关乎亿万家庭，还是整个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安全不

保，何谈教育，何谈发展。

现在的中小学生从小就生活在父母和老师的百般呵护之中，生活经验

不足，缺乏必要的预防与应对意外伤害、自然灾害的基本常识和经验，安

全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的欠缺，使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几率呈上升

趋势，这已成为导致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在那些因

安全事故而逝去的生命所造成的创伤尚未抚平时，我们惊异地发现同样的

隐患每天仍存在于我们身边，同样的悲剧随时都可能上演，这警醒着我

们： 安全教育刻不容缓！

教育部历来重视学生安全工作，一直将学校安全工作摆在教育工作的

首要位置，坚持“积极预防、依法管理、社会参与、各负其责”的方针， 制

定了《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督促学校开展安全教育工

作，提高学校、学生对安全的重视程度。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消防、红十字会、 地震局等

专业部门共同组织编写的这套《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材》以防患于未

然为前提，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为目标，循着孩子们的生活轨迹，从交通

安全、家庭安全、公共安全、卫生安全、校园安全、自然安全、运动安全

及社会安全八个角度，分册总结了小学、初中、 高中多个不同年龄段学

生可能涉及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方法。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安全文化工作部还

针对该套教材，开发了网络平台及安全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自主阅读书

中内容的同时，能够在网络上通过安全教育名师授课来加深印象；通过安



全实践活动，增强安全事故实际应对技能。

如果把各类安全隐患比作青少年安全成长过程中的一道道关卡，那么

《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教材》就应该是广大青少年的“通关攻略”—— 从

家中到学校，从室内到户外，从现实到网络，从天灾到人祸，可以说， 这

套教材能够真正让学生实现“学够八学时，自主保安全”。希望同学们能

够通过该套教材学安全、懂安全，在心里把“安全”作为最重要的一门必

修课。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

王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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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轨道交通安全

火车、地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交通工具，它们都是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有哪些特点，我们乘坐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有哪些安全规范，这都是本章要讲述的内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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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携带违禁物品乘车（烟花爆竹等）

图 3  乘坐缆车、索道时没有安全防护

图 2  发生火灾或人多拥挤时惊慌失措

图 4  设备出现故障时盲目逃生

第一节  概  述

 什么是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是指车辆沿轨道运行，火车和地铁都属于轨道交通。

另外，像磁悬浮列车、缆车、索道等并未使用车轮，但仍然沿特定

轨道运行，这些也都是轨道交通。

 乘坐轨道交通时易犯的错误

乘坐轨道交通时易犯的错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图 1-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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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危险区域等车，掉入轨道

第二节  案例分析

 应急姿势要牢记

仔细观察图 6，乘车遇突发状况应对措施不当会有什么危险？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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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 所示，乘坐的列车突发情况时，可能会有如下

危险：

1. 人群慌乱，发生踩踏事故，乘客被踩伤。

2. 列车紧急刹车，致使车体倾斜、摇动甚至脱轨侧

翻时，若乘客没有采取正确防护措施，可能造成硬物撞伤

或行李掉落砸伤。

1. 不可乱喊乱窜，一定要服从乘务人员的指挥，有秩序地迅速

撤离。

2. 列车突遇紧急情况或突发故障导致车体剧烈摇晃时，应抓住

身边牢固物体，以防身体被甩开导致撞伤，同时注意行李架上的行

李是否有掉落的危险。

3. 遇到紧急刹车时，乘客应利用较短时间调整为安全的坐姿。

（1）人在座位上时，脸朝行车方向要抱头屈肘伏到前面的靠

背上，护住脸部；背朝行车方向应马上用双手护住后脑，同时屈身

抬膝护住胸、腹部。（图 7）

（2）人在走道和卫生间里发生撞击时，让自己躺在地上，背

部贴地，脚朝火车行驶的方向，双手抱在脑后，脚顶住坚实的东西，

膝盖弯曲。（图 8）

安 全 隐 患

安 全 规 范



05

图 7 图 8

2014 年 4 月，一列开往黑河的火车在途中发生车厢脱轨事故。

事故中，三节车厢因急刹车整体侧翻，造成多人受伤。其中五名来

自黑龙江某中学的学生在车厢制动时奔跑摔倒，同时被车厢高处掉

落的行李砸到，造成身上多处受伤，其中两人肋骨被砸伤骨折。

案 例 呈 现

如果发生火灾，首先要冷静，切勿盲目跳车。先尝试将现有明

火扑灭。如果发现火势太大，应用水或饮料将随身携带的手帕、餐

巾纸、衣物等用品浸湿，堵住口鼻，顺着列车行驶方向撤离，因为

在通常情况下，列车在运行中火势是向后部车厢蔓延的。

小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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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候车有规矩
仔细观察图 9，站在站台边缘候车会有什么危险？

图 9

图 10

安 全 隐 患

如图 9 所示，如果

站在站台边缘候车时有

可能发生如下危险：

1. 如果躲避不及时

会被快速行驶的列车裹

下站台。

2. 在站台处嬉戏打

闹容易摔倒掉入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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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没有安全屏蔽门的站

台，一定要站在安全线外候车。

（图 11）

2. 上下车时要小心跨过列

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小心屏

蔽门的玻璃。当屏蔽门指示灯

闪烁时不要上车。

3. 出入站台或上下车时不

要拥挤，先下后上。（图 12）

4. 如果发现有人或物品掉

进轨道，应立即通知工作人员，

不能擅自跳入轨道。（图 13） 图 11

图 12 图 13

跌下站台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站台一侧有一条专门供电的

高压电线——第三轨。（图 10）

小 贴 士

安 全 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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