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安全教育知识



    内  容  提  要

 ■疾病防疫       ■饮食卫生

 ■自然灾害       ■公共安全

 ■意外伤害       ■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       ■网络信息



第一部分  疾病防疫

◆什么是传染病？

          传染病是许多种疾病的总称，它是由病
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
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染的疾病。最常见的如流
感（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SARS（非
典型性肺炎）、乙肝、细菌性痢疾、流脑、
结核病等。



第一部分  疾病防疫

◆传染病的特点

●有病原体，每一种传染病都有它特异的病原体，包
括微生物和寄生虫。病原体有细菌、病毒、真菌、
原虫、蠕虫。

●有传染性，传染病的病原体可以从一个人 经过一定
的途径传染给另一个人。每种传染病都有比较固定
的传染期，期间病人会排出病原体，污染环境传染
他人。



第一部分  疾病防疫

◆发病周期与症状

      ⊙潜伏期

      ⊙前驱期

      ⊙发病期

      ⊙恢复期



第一部分  疾病防疫

●潜伏期，指病原体侵入人体起，至首发症状的时间。

●前驱期，一般有乏力、头痛、微热、皮疹等表现，
但多数人没有前驱期。

●发病期，即症状明显期，症状由轻而重，由少而多，
逐渐或迅速达到高峰。

●恢复期，免疫力提高，病变修复，多为痊愈，少数
疾病留有后遗症。



第一部分  疾病防疫

◆预防措施

●对病人和疑似病人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

●切断传播途径。注意隔离、消毒、杀虫、灭鼠，要
消除带菌媒介，搞好食品及环境卫生。

●个人要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好习惯。



第一部分  疾病防疫

●在传染病流行期，要接种预防疫苗，加强个人防护。
只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般不会得传染病：

◆注意日常用品的消毒灭菌，经常保持室内及个人卫生。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应每天开窗换气至少两次。

◆打喷嚏或咳嗽应掩着口鼻。用过的纸巾应放在有盖的垃圾桶
内并及时清理。

◆如果自己患流感或其他上呼吸道疾病，最好在家休息，这样
做有利于自身恢复，也避免传染他人。

◆不要共用餐具、毛巾等日常用品，以防接触传染。

◆注意日常体质锻炼，增强身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 



第二部分  饮食卫生

◆食物中毒症状

●食物中毒最常见的症状是呕吐、腹泻、同时伴有上
腹部疼痛。食物中毒者常会因上吐下泻而出现脱水
症状，如口干、眼窝下陷、皮肤失去弹性、肢体冰
凉、脉搏细弱、血压降低、甚至会导致休克。



第二部分  饮食卫生

◆易中毒食物类别 

●豆浆加热不彻底会引起中毒。

●食用未烧熟的四季豆可导致中毒。

●马铃薯发芽或变绿是，烹调食用后会发生中毒。

●剩饭菜、甜点心、牛奶等加热不彻底会引起细菌性
食物中毒 



第二部分  饮食卫生

◆易中毒食物类别

●多数食物搭配食用具有维护体内营养平衡、强身健
体的作用。但是也有不少食物不可以同时食用。如
大葱与蜂蜜；羊肉与西瓜；香蕉与芋头；

●多种水果也不宜与海味同食。如柿子、葡萄、石榴、

山楂、青果等。 



第二部分  饮食卫生

◆应急救护措施 

■一旦发生食物中毒，千万不能惊慌失措，
应冷静分析发病的原因，针对引起中毒的
食物以及服用的时间长短，及时采取如下
应急措施：



第二部分  饮食卫生

●催吐。如果服用时间在1～2小时内，可使用催吐的
方法。立即取食盐20克加开水200毫升溶化，冷却后
一次喝下，如果不吐，可多喝几次或用手指压迫喉
咙，迅速促进呕吐。

●导泻。如果病人服用食物时间较长，一般已超过2～
3小时，而且精神较好，则可服用些泻药，促使中毒
食物尽快排出体外。　　

●解毒。如果是吃了变质的鱼、虾、蟹等引起的食物
中毒，可取食醋100毫升加水200毫升，稀释后一次
服下。　 



第二部分  饮食卫生

■如果经上述急救，症状未见好转，或中毒较
重者，应尽快送医院治疗。在治疗过程中，
要给病人以良好的护理，尽量使其安静，避
免精神紧张，注意休息，防止受凉，同时补
充足量的淡盐开水。



第二部分  饮食卫生

◆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

●选择新鲜和安全的食品。购买食品时，要注意查看
是否过保质期，是否有腐烂变质等症状。

●不到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小摊贩处购买食物。

●生吃蔬菜瓜果前要彻底清洁，需加热的食物要加热
彻底，尽量不吃剩饭菜。



第二部分  饮食卫生

●警惕误食有毒有害物质引起中毒。装有消毒剂、杀
虫剂或鼠药的容器用后一定要妥善处理，防止用来
喝水或误用而引起中毒。

●饮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不喝生水或不洁净的
水。

●提倡体育锻炼，增强身体免疫力，抵御细菌的侵袭。

●控制食物中毒关键在预防，搞好饮食卫生，严把
“病从口入”关。



第三部分  自然灾害

◆地震防护与逃生
●地震发生时要保持冷静，可躲避在课桌椅下或墙角
旁，也可以到开间小、有管道支撑的卫生间等房间
里，决不可乱跑或跳楼；

●不要在走廊、楼梯处拥挤，以免踩踏、挤伤；宜在
室外开阔地势避震，蹲下或趴下，避开人多的地方，
用书包等保护头部；

●不要随便返回室内取东西。避开高大建筑物，如有
玻璃幕墙的建筑、过街桥、立交桥上下、高烟囱、
水塔下，避开危险物、高耸或悬挂物。



第三部分  自然灾害

◆自救措施

●如被埋压在废墟下，因周围漆黑、狭小，不要惊慌，
树立生存的信心，设法保护自己。

●地震后会有多次余震发生，要尽量改善周围环境，
保持呼吸畅通，挪开头部、胸部的杂物。

●闻到煤气、毒气时，用湿衣服等捂住口、鼻；避开
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和容易引起掉落的物体。



第三部分  自然灾害

◆自救措施

●扩大和稳定生存空间，用砖块、木棍等支撑残垣断
壁，以防发生新的伤害。

●设法脱离险境。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发出呼救信
号，不要哭喊，控制情绪或闭目休息，等待救援；
维持生命。尽量寻找食品和饮用水，必要时自己的
尿液也能起到解渴作用。 



第三部分  自然灾害

◆预防雷电伤害

●雷雨天气时不要看电视，要拔掉电源和信号
插头，更不要打手机；

●不要站在大树下或高楼平台上，不倚靠外墙、
柱，不触摸金属水管、门窗等；

●雷雨前应尽快离开水面或水陆交界处、山顶、
高地；



第三部分  自然灾害

◆预防雷电伤害

●不拿金属手柄的雨伞、扛金属物的器具；

●不进没有防雷措施的棚舍或岗亭躲雨，离开电
线杆；

●无处躲避时，应尽快找比较低洼又不积水的地
方，尽量下蹲，降低高度。



第三部分  自然灾害

◆雷电击伤急救

●人遭雷击后会出现“假死”状态，应及时进行人工
呼吸和心脏按压，并迅速送往医院救治。

●衣服着火时应马上躺下以免烧伤面部，并向身上泼
水或用毯子等裹住扑灭。



第三部分  自然灾害

◆泥石流

●发生泥石流后，要马上向与泥石流运动
成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绝对不能
顺泥石流下游方向逃生。



第三部分  自然灾害

◆洪水冰雹

   ●洪水来临时应向山坡等高处转移，不要渡河。

   ●被洪水包围时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
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注意山石滚落、山体滑坡等
险情；

   ●要远离倒塌断裂的电杆、电线。

   ●在外遇到下冰雹时，应尽量用书包或其他遮挡
物掩护头部，并立即到安全的地方躲避。



第三部分  自然灾害

◆台风防护

●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呆在危险建筑内，不要靠近大
树、广告牌、电线杆、高压线和高大建筑，楼房居
民应将阳台上容易坠落花盆等物品收好，避免坠落
砸伤行人。



第四部分  公共安全

◆盗窃、诱骗
●离开教室或课间休息时不要将钱包、手表等贵重物
品放在课桌上，以防“顺手牵羊”。

●宿舍内财物不可乱丢乱放，离开或休息时注意妥善
存放或随身携带。

●乘坐公共交通时将书包和贵重物品放置胸前，上车
时提前备好车票和零钱。

●不要轻易接触陌生人，更不可相信陌生人的话或接
受陌生人的礼物。

●贪小便宜、走捷径是被骗的常见诱因，不要轻信
“天上会掉馅饼”。



第四部分  公共安全

◆抢劫、抢夺

●不要随身携带贵重物品且在公共场所“炫耀”，以
免成为劫匪的作案目标。

●遭遇抢劫时，应冷静应对，在没有危险情况下可极
力反抗保护自身及财物安全。当劫匪持有刀棒、枪
支等凶器时，应放弃财物设法逃离现场，并及时拨
打110报警。



第四部分  公共安全

◆绑架勒索

●不透漏个人和家庭信息给陌生人，不单独与陌生人
外出或独处，以免成为歹徒作案的对象。

●遇险后要设法尽快将自己的处境和地点通知亲人、
老师或有可能给予帮助的人。不与绑匪发生正面争
执，尽量想法缓解局势，寻找自救机会。

●在等待解救时，应保证自身安全并机智地周旋，为
营救争取时间。 



第四部分  公共安全

◆体育课、劳动课

●不携带钥匙等坚硬、尖锐物品，女生不佩戴金属或
玻璃的装饰物，如发卡等。

●不宜参加的学生要向老师报告，经批准后在指定地
点休息。

●听从指挥，遵守安全常规，不单独进行运动项目和
劳动实践，不擅自离场。

●意外受伤时要及时报告老师或同学，严重者立即送

医院救护。 



第四部分  公共安全

◆实验室安全防范与急救

●听从老师指导，遵守操作规范。所用药品不能与手
接触、品尝味道、任意混合。用剩的药品应交还实
验室；

●非实验室需要，任何人不准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点
火器具进入实验室。



第四部分  公共安全

◆实验室安全防范与急救

●浓酸和浓碱不可溅在皮肤上，废酸应倒入废酸缸内。
酸不慎沾到皮肤上，要立即用清水和3%-5%的碳酸氢
纳溶液或稀氨水洗，必要时求医治；

●可燃性气体与空气的混合气体遇火易发生爆炸，点
燃前应先检验纯度；

●被割伤时先用3%双氧水消毒并抹红药水或紫药水，
撒消炎粉后包扎；被烫伤时可用冷水冷却，再涂上

烫伤药。 



第四部分  公共安全

◆参观游览

●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游览途中不得擅离队
伍，听从带队老师安排。

●身体状况欠佳或途中感觉不适时要及时报告老师，
不可随意摘尝野果。



第四部分  公共安全

◆参加大型活动

●熟悉出口所在位置和各种逃生标识，发生意外时不
要盲目跟随人群拥挤逃离，仔细观察周围场地，寻
找逃生机会。

●被人群推倒时要设法靠近墙壁，身体蜷成球状，面
向墙壁，双手紧扣置于颈后并大声呼救。



第五部分  意外伤害

◆溺水急救

●立即倾出呼吸道内积水，迅速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

●进行人工呼吸。对有心跳无呼吸者应立即撬开嘴，清
除泥沙等污物，采取俯卧压背法将肺内积水排出；

●若溺水者心跳已停止，应进行人工呼吸；

●若呼吸心跳均已停止，应在口对口人工呼吸的同时做
胸外心脏按压并迅速送医院抢救。



第五部分  意外伤害

    ◆防止溺水

     
     ●不要独自外出游泳，更不要到非游泳区游泳；

     ●游泳前要做适当肢体活动，防止发生抽筋；

     ●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贸然跳水

        和潜泳；

     ●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时，要立即上岸休息或

        大声呼救。



第五部分  意外伤害

   ◆常见中暑的症状

    ●发热、乏力、皮肤灼热、头晕、恶心、呕吐、

       胸闷；

    ●烦躁不安、脉搏细速、血压下降，严重时有头

       痛剧烈、昏厥、昏迷、痉挛等。



第五部分  意外伤害

◆中暑救助、预防

●迅速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身体平躺、头部稍抬高、
松衣解扣。

●补充水分，无恶心呕吐，可饮用含盐的清凉饮料、
茶水、绿豆汤等降温。

●用电风扇等给予人工散热，可在头部、腋下、腹股
沟处放冰袋。

●高温高湿天气时应避免激烈运动和长时间暴晒，多
喝绿豆汤、淡盐水等清凉饮料。



第五部分  意外伤害

◆气体与重金属中毒

●煤气中毒一般会有头痛、眩晕、心悸、恶心、呕吐、
四肢无力、昏迷等症状。

●应暂时走（爬）出中毒现场，吸新鲜空气，并及时
呼救。打开窗户，立即将病人抬离现场，松解衣扣，
使呼吸通畅并保暖。

●如有呕吐应及时清理口鼻内的分泌物。



第五部分  意外伤害

●如有窒息应立即做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并迅
速送医院抢救。用炉火取暖时要保持烟道畅通和室
内通风。

●远离化工厂、矿区，如遇到有毒气体、重金属泄漏
或发生爆炸，感觉身体不适时，要及时撤离并向老
师或家长告知，必要时可报警。



第五部分  意外伤害

◆拥挤踩踏

●被人群裹挟向一个方向行走时，不要做逆流而动的
尝试，以免被众人挤伤。

●发生拥挤时不要俯身捡拾东西或提鞋、系鞋带，防
止挤倒在地或踩伤。

●被人群挤倒无法站立、行走时，要设法蹲立双手抱
头，并大声呼喊求救。



第五部分  意外伤害

◆打击报复、性骚扰 
 
●平时要不拘小节、不开过分玩笑、不谩骂他人或出
言不逊、不议论猜疑他人、不挑逗挖苦别人隐私，
发生矛盾要及时告知老师或家长；

 
●女生穿着打扮要朴素大方，不穿过于暴露的服饰，
不与异性在公众场合接触，不结交身份不明的社会
闲杂人员。



第五部分  意外伤害

◆打击报复、性骚扰

●遵纪守法，不到歌舞厅、夜总会等不适合青少年活
动的场所去；

●不单独一人在夜晚或荒僻、灯光昏暗处行走；

●学会拒绝无理要求，遇到骚扰或性侵害时要立即报
警，不可私了。 



第六部分  交通安全

◆学生出行安全规定
●必须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

●横过车行道时，须走人行横道。

●通过有交通信号管制的路段时，须遵守信号规定，红灯停，
绿灯行。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管制的人行横道时，须注意车辆，不许追
逐、猛跑；

●没有人行横道的，须直行通过，不准在车辆临近时横穿。



第六部分  交通安全

◆学生出行安全规定
●有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道路，须走人行过街天桥或地

下通道。  
●禁止倚坐人行道、车行道和铁路道口的护栏。 
●禁止在路上扒车、追车、强行拦车或抛物击车。
●乘车时须在指定地点候车，待车停稳后，先下后上。
●不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乘坐公交车、地铁、出租车和长

途汽车。
●机动车在行使中，不准将身体任何部分伸出车外，不准跳车。
●不图走近路在冰面上行走，以防掉进冰窖。
●不走不熟悉的山间小道或走陌生近路。



第六部分  交通安全

◆行人易发险情

●横穿马路或三五成群在非人行道上行走、嬉闹时会
容易发生危险。

●行走时三心二意，边走边看书，边走边聊天，边走
边玩等。

●不要因为路上车少人稀，心存侥幸不遵守交通规则，
危险有可能会突然发生。



第六部分  交通安全

◆乘坐公共交通发生意外

●乘坐地铁或公共汽车遇火灾时，应及时利用车上所
配灭火器将火扑灭。

●待车停稳后迅速找安全出口或打破车窗逃生，车未
停稳不可冒险跳车，以免摔伤或发生其他伤害。



第六部分  交通安全

◆交通事故防范措施

●上下学乘车时，不要乘坐无牌照和没有安全保障的
车辆。

●不乘坐非法营运的摩托车、农用三轮车和拖拉机等，
更不乘坐酒后驾车司机的车辆。

●上下车不要哄抢、拥挤，要等车辆停稳后先下后上。

●车辆行驶中不将头或手伸出车窗外。

●骑车时严格遵守交规。



第六部分  交通安全

◆常见交通安全标识 



第七部分  消防安全

◆火灾预防

●不准在寝室或教室内乱拉乱接电线。 

●不准在寝室内使用大功率电器，如电水壶、电炉、
热水棒等。

●不准在蚊帐内点蜡烛看书或躺在床上吸烟。

●不能在实验室给手机、电动车等充电。不可带易燃
易爆物品到校内。



第七部分  消防安全

◆火灾逃生

             ———熟悉环境，临危不乱。

●平时对校内或所在建筑物的结构及逃生路径要做到
熟知；当身处陌生环境，务必留心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以及楼梯方位等，以便在关键时候能尽快逃离
火场。



第七部分  消防安全

◆火灾逃生

            ———不可跳楼，以免产生坠楼伤亡。

●保持镇静，明确方向，迅速撤离。不要盲目跟从人
流和相互拥挤、乱冲乱撞。撤离时要注意朝明亮处
或外面空旷地方逃跑，要尽量往楼层下面跑，若通
道已被烟火封阻，则应背向烟火方向离开，通过阳
台、气窗等通往室外逃生。



第七部分  消防安全

◆火灾逃生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在火场中，人的生命最重要，不要因害羞或顾及贵
重物品，把宝贵的逃生时间浪费在穿衣服或寻找、
搬运贵重物品上。已逃离火场的人，千万不要重返
险地。



第七部分  消防安全

◆火灾逃生

             ———简易防护，掩鼻匍匐。

●经过充满烟雾的路线，可采用毛巾、口罩蒙住口鼻，
匍匐撤离，以防止烟雾中毒、预防窒息。另外，也
可以采取向头部、身上浇冷水或用湿毛巾、湿棉被、
湿毯子等将头、身裹好后，再冲出去。



第七部分  消防安全

◆火灾逃生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发生火灾时，要根据情况选择进入相对较为安全的
楼梯通道。除可利用楼梯外，还可利用建筑物的阳
台、窗台、屋顶等攀到周围的安全地点；沿着下水
管、避雷线等建筑上的凸出物，也可滑下楼脱险。
千万要记住，高层楼着火时，不要乘普通电梯。



第七部分  消防安全

◆火灾逃生

             ———避难场所，固守待援。

●手摸房门已感到烫手时，应先关紧门窗，用湿毛巾、
湿布等塞住门缝，或用水浸湿棉被，蒙上门窗，然
后不停用水淋透房间，防止烟火渗入，等待救援人
员到来。



第七部分  消防安全

◆火灾逃生

            ———传送信号，寻求援助。

●被烟火围困时，尽量呆在阳台、窗口等易于被人发
现和能避免烟火的地方。白天可向窗外晃动鲜艳的
衣物等；晚上可用手电筒不停地在窗口闪动或敲击
东西发出求救信号。在被烟气窒息失去自救能力时，
应努力滚爬到墙边或门边，既便于消防人员寻找、
营救，也可防止房屋塌落时砸伤自己。



第七部分  消防安全

◆火灾逃生
       ———火已及身，切勿惊跑。

●身上着火时，不可惊跑和用手拍打，应立即设法脱
掉衣服或就地打滚，压灭火苗。能及时跳进水中或
向身上浇水更有效。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高层、多层建筑发生火灾后，可迅速利用身边的绳
索或床单、窗帘、衣服等自制简易救生绳，并用水
打湿后，从窗台或阳台沿绳滑到下面的楼层或地面
逃生。 



第八部分  网络通信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又
可以无情地伤害我们！

■随着网络的发展，学生中上网的人越来越多，受网
络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大，如网上交友、网上黑客、
网上垃圾、网络游戏、网上色情、网络诈骗等一系
列社会问题正在逐步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财产
安全！



第八部分  网络通信

◆不良信息危害性

●网络的复杂性容易使学生思想混乱，人生观、价值
观偏移。过多的信息量容易使学生造成信息污染。

●网络的虚拟性容易使学生现实生活能力下降，长期
沉迷网络会形成网络迷恋症，给青少年身心健康带
来极大伤害。



第八部分  网络通信

◆网络被害特征

●精神性伤害。网络的虚拟性使学生容易产生非人格
化倾向，脱离现实，有非正常人心理和行为，易留
下心理阴影和创伤。

●物质性伤害。长期沉迷网络、依赖网络、脱离现实、
缺乏真伪辨别常识，易发生被骗、勒索钱财等事件。

●其他伤害。网络交往中会泄露个人或家庭信息，往
往会给坏人留有可乘之机。



第八部分  网络通信

◆网络伤害防范

●遵守网络文明，不在网络交流中谩骂、诬陷诽谤他
人，以免招致打击报复。

●不在没有备案或没有安全保障的网站购物，以防财
产或个人信息被盗用。

●不浏览黄色或带有挑逗性的语言或图片，以防电脑
中毒或文件被盗。

●不在网络聊天室泄露个人或家庭信息，不轻易约会
网友或与网友单独行动。



第八部分  网络通信

◆良好上网习惯

●青少年每天用电脑不要超过两个小时。使用电脑一
小时后，最好休息几分钟，到户外活动身体，呼吸
一些新鲜空气，以消除疲劳，保护视力。

●要明辨是非，控制网上行为。面对互联网中纷繁复
杂的信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增强判断能力，
要自觉进行判断、过滤、自我防范。



第八部分  网络通信

◆良好上网习惯

●网上生活不遵守规则，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自己的
日常行为，青少年学生要做到文明上网，使自己的
网络行为和网络言论符合社会与公众道德规范，做

一个文明、健康、守法的网上公民。 



第八部分  网络通信

◆文明上网守则

     
     ●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

     ●要诚实友好交流，不欺骗欺诈他人。

     ●要增强自我意识，不随意约会网友；

     ●要维护网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

     ●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



第八部分  网络通信

◆通信安全防范

●不浏览和转发黄色、谣言短信，不可轻信短信、电
话通知中奖、亲友发生意外、电话欠费等诈骗勒索
信息，接到此类信息或电话时要及时报警。

●不回复或拨打陌生电话，以防恶意套取个人信息或
中犯罪分子的圈套。

●不随便参与、填报社会商业调查、促销等活动，以
防掉进诈骗陷阱或骗局。



■内容如有不妥或不正之处欢迎老师、同学批评指
正！

                       
    

                         再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