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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安全教育是中职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

容，关系到教学工作能否正常开展和学生的人身安全。随着社会的发展，校园周边的环境日益

复杂，校园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小社会，各种安全问题和治安问题日渐增多。中职生作为国家

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安全更是为家长、学校和社会所共同关注。

中职生应该如何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为自己成长成

才创造更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呢？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针对各中职学校学生面临的安全

问题和学生的实际特点等进行了充分调研，组织编写了本书。

本书共分为 10 章，分别从安全教育概述、校园安全、人身财产安全、出行安全、日常安全、

社交安全、传染病防治、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急救常识与技能、社会实践安全等方面出发，

深入剖析了中职生在日常生活、学习和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可能遇到的安全风险，并详细阐明了

预防和应对措施，有助于提高中职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其自我保护能力。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 内容深度适宜，可读性强

本书凝聚了编者的智慧和心血，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将理论性、知识性和实用性融为一体，

文字浅显易懂，案例紧贴实际生活，且附有“知识窗”栏目，信息量大，可读性、操作性强。

2. 案例丰富，针对性强

本书在讲解基础理论知识时，辅以一个或多个针对性很强的案例，通过分析真实的案例，

让学生在激发阅读兴趣的同时，也感受到学习安全知识的重要性。

3. 体系完整，结构合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遵循“实用、活泼”等原则，内容循序渐进，符合学生认知规律，有

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特色。

本书由中捷职业技术学校李红雨担任主编，胡文艳、刘源彬担任副主编，李孝燕参与编写。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编者参考、引用了有关专家、学者的著作和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及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修订时进一步完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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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全教育概述

1

知识结构

第一章 安全教育概述

应知应会

应知  安全基础知识、接受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应会  树立安全意识，判断安全环境。

课程导入

强化安全防范意识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为强化师生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师生应急疏散避险能力，培养学生应

急逃生自救技能，防范溺水事件发生，2021 年 5 月 17 日，四川省江安县

安
全
教
育
概
述

树立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中职生应树立哪些方面的安全意识

中职生接受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中职生如何判断安全环境

中职生应掌握的安全知识

接受安全教育，掌握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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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江安职校）城北校区组织师生进行地震应急疏散

演练和防溺水宣传活动。

为了将演练活动做实做细，城北校区通过教师例会、班主任安全工作

会等进行安全宣传和工作安排，部署疏散演练活动有关事项，制订了切实

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疏散路线。

当演练警报声响起，各班老师根据学校的安排，在听到警报短音响起

后，马上指导学生迅速做好避震准备，学生就近躲避，迅速蹲到坚固的课

桌旁，用双手护住头部。大约 1 分钟后，解除警报声音响起，各班老师立

即组织学生排队用手抱头、弯腰低身，沿着预定路线，快速有序地撤离教

室。到达安全的地点后，各班老师清点并上报学生人数。整个实战演习活

动紧张有序，有条不紊。

最后，在操场上统一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教育。由城北校区张主任主讲

防溺水知识，同时开展了防溺水集体签名、宣誓活动。学生们纷纷表示：

“此次活动拓宽了自己的安全知识面，增强了安全意识，在生活中要‘珍

爱生命，远离溺水’。”

安全教育工作是学校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一系列的安全教育活

动，学生、教师间的安全防范意识得到了增强，有效地避免了安全事故的

发生，为确保学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第  一  节 

树立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当前，我国治安环境总体稳定，党带领人民群众正在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同时，中等职业教育事业也随之

得到快速发展，校园也保持着长时间的政治稳定。众所周知，学校一旦发生影响校园政治

稳定的事件，就会严重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中职生的思想健康，会给国家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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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另外，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生活节奏在加快，

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狭隘的思想渐渐充斥了一些

人的头脑，一些人因为贪图个人享乐，不惜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损害别人的利益、侵占

别人的财产，甚至危害别人的生命安全，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中职生要主动树立

安全意识，正确判断周围环境，保证自己的安全，确保顺利完成学业。

一、中职生应树立哪些方面的安全意识

随着社会的进步，校园已逐步成为相对开放的现实社会的一部分，这必然会带来诸多

安全问题。如果中职生因为安全问题而出现意外，不仅其个人的学业、财物、身心健康会

受到影响，而且会给家庭带来不安和痛苦。因此，中职生要认真学习安全知识，知晓应树

立的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1. 遵纪守法和文明修身的意识

中职生要树立安全意识、安全观念，首先要加强自身修养和增强法律意识，要学法、

懂法、用法；其次要强化文明修身的意识，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避免受到不安全因素的

威胁。

2. 认知安全形势的意识

安全隐患早知道，就是要对社会安全形势有一个全面的认知。虽然当前社会安全形势

基本稳定，校园安全状况好于社会整体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转型，中职

生所处的安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面临的安全形势应引起社会重视，自身更应对安全形势

有正确的认知。

3. 自我防范的意识

中职生要树立自我防范意识，对安全隐患要有心理准备，做好自我保护，尽量避免不

安全因素对自身的伤害。

4. 面对突发事件的应变意识

有些安全事故的发生是没有预兆的，这就要求中职生有面对突发事件的应变意识。应

变意识的培养，有利于中职生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第一时间

采取措施帮助自己和别人脱离危险，而不是因害怕、应变能力不够而丧失逃生和减少损失

的机会。中职生要在平时注重加强相关知识储备及应变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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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活动

你对所处的周围环境的安全状况了解吗？利用网络查找一下学校和

家庭可能面临的安全隐患有哪些不同。

5. 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公民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中职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更

要有这种意识，要保持高度警惕，对国家秘密严格保守，维护好国家安全，不透露任何涉

及国家安全的信息，在面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要勇于斗争。

6. 培养自我调节能力的意识

挫折是中职生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中职生要具备积极应对挫折的心理意

识。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责任意识，学会冷静分析问题，克服

困难；另一方面，要培养健康的心理品质和心理承受能力，自我调节心态，克服心理障

碍，避免情绪极端化。

典型案例

2021 年 3 月 12 日凌晨 2 时许，北海市某中职院校内，一名女生因家庭原

因且与同学闹矛盾，欲从宿舍楼 6 楼跳楼轻生，后经警方和消防队员联手将其

救下。

二、中职生如何判断安全环境

21 世纪是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也带来一

些腐朽、消极的东西。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的普及给“黄、赌、毒、邪”等腐朽落后文化和

有害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一些消极的、腐朽的、落后的东西沉渣泛起。前所未有的复

杂局势，使中职生对现实的评判、对社会与个人前途的期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母的溺

爱及对家庭和他人的过分依赖致使当今中职生的独立生活能力普遍较差。中职生在日常生

活中的一些矛盾面前显得无所适从，在思考成才与人生的过程中往往经历着种种内心自我

评价与认知的矛盾和迷惘。这就需要中职生对客观环境和主观环境进行及时的分析和做出

合理的判断，以减少不安全因素的侵扰。

1. 中职生面临的安全问题

中职生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身安全，二是财产安全，三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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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全，四是生理安全，五是消防安全，六是心理安全，七是网络信息安全，八是国家安

全，九是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安全，十是违法犯罪及公共突发事件等不安全因素。

2. 对社会治安形势的认识

当前，社会治安总体形势稳定，但还是存在诸多不安全因素：经济犯罪案件增多，带

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时有发生，智能犯罪、技术犯罪的数量有所增长，网络等各种形

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时有发生，毒品交易、卖淫嫖娼、非法传销等犯罪的数量也相对增多。

同时，地质、气象等自然灾害，流行性传染疾病、食品安全、火灾、公共安全等事故，也

给社会安全造成很大影响。

小讨论

和你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你们对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

3. 对学校校园安全状况的认识

校园的不安全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中职生的盗窃、诈骗等刑事犯

罪活动有所增加；二是中职生伤人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三是校园不稳定事件时有发生；

四是网络犯罪率上升较快；五是侵害女中职生的案件不断出现；六是心理疾病导致在校中

职生轻生和出走的人数增多。

第  二  节 

接受安全教育，掌握安全知识

中职生安全教育是指学校为了维护正常管理、教学秩序，使中职生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提高自我保护和心理调节能力，确保人身、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不受侵害，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制定各种安全教育与管理规章制度，并对中职生进行国家法律法规、学校安全

规章和纪律、安全知识与防范技能的教育和管理、演练和培训活动的总称。随着社会的发

展，校园社会化日益明显，各种商业性质的商店、饭店、网吧等遍布校园内及校园周边地

区，校园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教育园区。这使得中职生的安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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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日益暴露在社会环境之中，一些不健康因素与恶习流入校园，使校园环境不安全因

素日益增多，学生与社会接触频繁，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一些中职

生缺乏法律知识和安全知识，对社会安全问题认识不全面，自我保护意识差，不安全因

素时刻都在危及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因此，中职生接受安全教育、掌握安全知

识十分必要。

一、中职生接受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从中职生的成长过程来看，由于部分学生未受到过系统的安全知识方面的教育，缺少

必要的安全知识，对社会存在的安全问题认识不透彻；从中职生自身能力上看，他们缺乏

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的能力，社会阅历浅，承受能力差，自我保护意识弱，如果他们

不接受这方面的知识教育和能力的培养，就很可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遭受重大挫折，在

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从中职生自身来看，一方面，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少数中职生的私欲过度膨胀，

甚至道德沦丧，不惜以身试法，这不仅使他们处于不安全因素的笼罩中，随时会陷入欲望

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而且还会使他人的安全受到威胁，这增加了社会不安全因素爆发的概

率。中职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里不乏人才和精英，但是近年来有关中职生犯罪的报道

频现各类媒体，且犯罪案件及人数逐年上升，犯罪类型也逐步走向多样化和智能化，不仅

使父母、师长蒙羞，还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另一方面，中职生缺乏必要的法律和安全知识，

对社会规范知之甚少，对不安全因素的防范意识差，这些都给犯罪分子对中职生实施犯罪

以可乘之机。

二、中职生应掌握的安全知识

中职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生理和心理还不够成熟：一方面，学校必须加大

对中职生安全知识的普及力度，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和校园安全观；另一方面，中职

生自身也应该主动掌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安全知识。

① 国家安全和校园稳定知识，包括保持政治敏锐性，提高警惕性，维护国家安全，

保守国家秘密，防破坏、渗透，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具体知识。

② 日常生活安全知识，包括防盗窃、防抢劫、防诈骗、防伤害、防性骚扰、防食物中毒，

警惕传销骗局，治安防范等方面的知识。

③ 交通安全知识，包括外出骑车、乘坐交通工具安全知识，旅行交通安全知识和安

全驾驶知识等。

④ 消防安全知识，包括用电、用火安全知识，以及火灾发生时报警、灭火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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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课堂

保护自身安全、自救和逃生知识。

⑤ 公共安全和防范自然灾害安全知识，包括公共突发事件和雷电、地震、泥石流、

山体滑坡、冰雪、洪水、高温天气等自然灾害的应对知识等。

⑥ 科学利用网络安全知识，包括预防网络不良信息、计算机病毒、网络欺诈、交友

陷阱及信息安全等知识。

⑦ 生命教育和心理调节知识，包括培养自身抗挫折能力、心理调节能力，防自杀、自残，

防吸毒等方面的知识。

 

典型案例

2021年3月17日凌晨，钦州一名17岁女生因情感问题与母亲发生争吵后，

服用大量不知名药物欲从小区 32 楼楼顶跳楼轻生，经民警耐心安抚将其救下。

⑧ 学习、实验、实践、就业环节中的安全知识，包括文体活动安全、实验操作安全、

防有毒物质伤害、户外写生安全、防就业陷阱、外出务工维权等。

校园安全隐患排查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预防安全事故的发

生，继续保持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现须组织实施安全隐患排查，成

立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制订工作方案，对校园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要求：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各小组模拟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及整

治工作小组，划分角色，明确相应责任，对校园内及校园周边存在的可

能会影响到学生安全的隐患进行摸底排查，并将本次安全隐患排查及整

治工作情况做出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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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级 姓  名

组  号 担任角色

其他成员

活动时间 地  点

校园内存在的安全隐患

校园周边存在的安全隐患

如何消灭这些安全隐患

通过本次活动，你的感悟

是什么

工作情况汇报表

活 动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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