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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施是校园设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学生在校学
习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基础硬件条件。教学设施主要指校园里的教

室、宿舍、食堂、围墙、体育设施等，根据界定的方式不同，还

可以更加延伸到更细、更广的空间去，如黑板、桌椅等[1]。总而
言之，教学设施是最为基础的物防性安全管理内容，也是判断一

个学校在校园安全管理方面的重要评判依据。本研究以昆明市三

所公办小学校园教学设施为研究对象，围绕教学楼建筑结构安全、
消防安全设施、体育教学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1　教学基础设施安全现象

1.1教学建筑楼结构不合理
教学建筑楼主要是指开展教学的场所，其存在的安全问题包

括以下几点：

1.教学楼外廊宽度及栏杆高度设计不合理。根据教学楼外廊
宽度达到《中小学建筑设计规范》（GBJ99-86）的有关规定，

即≥1800mm。在走访调查时，有两所小学的外廊宽度标准并没

有全部达到这个标准。地处市内的小学，学校占地面积比较紧
张，对于这方面的关注明显不够。规范中要求楼梯外廊栏杆高

度≥1100mm。外廊宽度直接影响到学生和教师的活动范围，过

窄会容易发生推搡、碰撞等情况的可能；栏杆的高度则是防止
学生跌坠，如果设置太矮，学生容易攀爬或者探出头往外望，存

在一定安全隐患。

2.教室内部设计不合理。首先，窗户建造的规格不符合规范。
有些学校的教室窗户建得过高（这里指窗台距离地面的高度），既

会影响教室的光线，也会阻碍教室内的人知道教室外面发生的事

情，一旦发生火灾、挟刀入室等危机事故，便会失去第一逃离的
时间。其次，教室内的所有楼层的窗户都应该设有防护栏，保证

学生的安全，而不是固定窗口玻璃，既不利于通风，也不好清洁。

3.地板材质使用缺少人性化。教学楼内部是学生主要的活动
区域，地板的材质应考虑到学生好动的天性，使用防滑材质的砖

面。从走访的三所学校来看，其教学楼内部砖面并非是防滑材质，

这就容易引发碰撞、滑倒的事件发生。
1.2教学楼内外的消防与管控设施存在隐患

1.疏忽教学楼内安全标识的设置。安全标识包括安全疏散路

线图，消防指示灯，应急照明灯等。走访学校中，消防疏散路线
图，粘贴的位置过高，不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宣传意识不够；有

些消防指示灯和应急照明灯存在毁坏未修、荧光质失去常亮的功

能，没有及时修理等。
2.在管控安全上的重视度不够。虽然现在许多学校都配备了

摄像头和监控器，但是监控范围一般局限于校门口或教学楼道等

比较明显的位置，相对其他少人问津的地方就成了监控的盲区，
尤其保卫人员也很少在学校周边巡视，无疑会增大危险发生的可

能，而且有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监控录像都会“准时”工作。尤其

当学校处于市区人员、交通都比较复杂的地段，事故发生的可能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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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体育教学设施规划和质量不达标
1.体育教学场地规划不合理、体育教学设备不能及时维修与

更换。走访的学校位于市区，体育场地面积较小，在操场中没有

专门划出跑步区、游戏运动区、球类运动区等功能性的区域。学
校配备的体育器材设备，有些已经出现生锈、漏出内铁的情况；常

用器材的损坏，没有及时维修和更换。中小学生正处于比较好动、

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的时期，这些设施隐患问题，可能会给学生在
运动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2.操场塑胶跑道质量堪忧。在新课程改革和国家“阳光体育

运动”的号召下，中小学基本都有配备塑胶跑道供学生锻炼。而
大多中小学校里，炎热或下雨天气塑胶跑道就散发出刺鼻的塑料

焦味，这说明安装的塑胶跑道是没有达到安全检验标准的。另外，

塑胶跑道一般是露天的，经过日晒雨淋，以及使用时长过久的情
况下会出现“空心”、翘边等不同程度的破坏，也未能及时派请专

业人员进行维修和置换。

2　原因分析
2.1学校缺乏具体的制度指导和相应的监督机制

学校设施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指导，

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设施安全管理制度。但由于学校
管理层知识结构不一，且缺少专业指导，其设施安全管理制度多

为借鉴他人经验，缺乏合理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制度是指南，而

执行则需要评估和监督机制才能确保制度正常运行。如果没有明
确的监督机制责任负责不到位，管理者就容易懈怠和忽视，没有

形成相关的制度约束，这对教学设施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也存在

阻碍作用。
2.2学校管理者教学设施安全意识薄弱

教学设施使用期限较其他设施长，一定期限内不会发生明显

问题，可持续使用。一般来说，学校更加关注除教学设施安全以
外的校园安全内容，如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更关键还在于学

校管理者更多是经济型管理的观念，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缺乏教

学设施安全意识。
2.3教学设施资金投入不足

一般来说，对某样事物的重视程度可以从经济的投入中反映

出来。尤其作为集团教育民办学校，为了吸引优质师资和生源，学
校管理层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建设教师队伍，去吸纳先进的教育

理念，去美化教学环境，但作为最基础的教学设施安全上却相对

的被忽视了。此外，政府的拨款是有限的，想要改善诸类的工程，
资金就是一个大问题。

3　改进建议

3.1 完善学校教学设施安全管理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1.建立合理完善的安全管理组织，建立问责机制[2]。鉴于

学校不同于企业，教师或其他行政岗位的人员缺乏对教学设施安

全标准和规范的认识，因此学校可以聘请专业的团队兼职相关管
理的成员甚至是责任组长组成安全管理网，对学校教学设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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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监督、评估全面深入的全过程管理，同时要求全校全员

参与，形成联动机制，在多方监督管理下确保教学基础设施的

安全。建立问责机制，使所有成员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在危险
到来时能确保安全工作开展，严肃责任制度，加强事后的责任

追究才能令后续工作的有效实施。

2.完善教学设施安全管理评估体系，规范物防管理。一切
从学校实际出发，构建学校安全管理绩效评估体系。学校管理者依

据评估标准和评估指标，对教学设施安全管理的整体运行效果做出

概括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管理者以便对学校安全管理
活动做下一步的决策[3]。构建评估体系是完善物防管理的重要环

节，有了评估的机制才能强化教学设施安全管理的有效运行。

3.完善教学设施安全应急制度。不论是什么安全管理，制定
合理有效的应急预案都是十分必要。可以采取编制教学楼层地图，

明确标注所有的安全出口、楼道、控电室、消防器材放置点等位

置，规划合适的疏散路线；组织学生演练并强调设施安全事故发
生时的有效处置方式等，做好对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准备。

3.2重视学校教学基础设施的改建和维护，加大资金投入

1.加大整改教学基础设施资金投入。改建教学楼、教室、
体育场的不合理建筑设计，使教学基础设施质量达标，对校园

内的监控设备作整改和增设，政府应当引起重视，分拨一定的

经费，尤其在建校之初更应严抓教学基础设施安全问题。
2.完善消防安全设施。定期对学校内的消防器材进行检查与

维修工作，保证器材完好、可正常运作。除了消防栓等比较大的消

防设施配备之外还应配备便携式灭火器之类，尤其在像昆明这样比
较干燥的地区更应做好预防措施和应急方案。同时加强与消防部门

的合作，联合检查与维修消防器材；邀请消防人员进校园宣传消防

意识，演示如何使用和维护消防器材；让学生参与到消防器材的操
作中体验当危险真的来临时知道怎样正确应对。

3.做好学校体育器材、设备的安全检查、维修、更换等工

作[4]，确保学生在不因器材设备的问题而引发意外情况。成立
体育器材设备安全工作管理小组，全面负责体育器材每学期开始

之前要对所有的器材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需要维护

的或丢弃的都要尽早处理不抱侥幸心理，临时搭建类的设备要注

意安全性与稳固性。体育授课教师要在课前对使用的器材或设备
进行检查，保证其可安全使用并向学生提示使用的注意事项。

3.3丰富和强化学生设施安全意识

1.丰富设施安全教育内容。国家关于安全教育的政策法规都
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学校可以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增加对设施安

全教育的课程内容，既要提高学生校内的设施安全意识还要延伸

到学生日常生活中，与生命教育关联起来，提高对生命安全的
保护意识。

2.强化学校设施安全意识。学校设施安全与学校所有人员都

密切相关，但最终要由教师将教学基础设施安全的教育目标落实
到学生身上。因此教师一个具有强烈的设施安全意识，以“关

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为指导，通过自己的言行去感染学生，

以自己为标杆。同样教师在教学中也可以去渗透学校设施安全教
育，既联系了生活实际还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学生的设施安全意

识。除教师外，行政管理者、警卫、保洁人员等也要接受相

关的设施安全培训和主题教育，创建一个全员参与，提高对设
施安全预防和应对意识。

参考文献：
[1]徐文倩.中小学校园安全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2014.

[2]曹刚.全面质量管理视域下中小学校园安全管理问题研究
[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

[3]徐志勇.学校安全管理:过程、内容与方法[M].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设,2015.
[4]仇建豪.初中体育教学中的安全隐患与应对[J].实践与反

思,2017(04),57.

作者简介：吴海春（1997—），女，壮族，广西南宁人，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教育评价。

在对海洋和海洋生物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后，幼儿园为幼
儿们提供了各种海洋生物的玩具模型，让幼儿近距离地仔细观

察，尝试对模型进行写生，并鼓励幼儿把自己观察到的海边周

围的景物、事物添画上去。不仅如此，还给幼儿提供了多种不
同的材料，如各种纸箱、纸盒、奶粉罐、海沙等，让幼儿在

建构区自由搭建喜欢的海边，鼓励幼儿用多种方式大胆地进行表

达、创作。
5　课程评价

通过班本课程的实施，幼儿从绘本阅读开始，逐渐了解海

洋及海洋生物的风貌及特点，再到社会实践课赶海，加深了幼
儿对海洋及海洋生物的认识，再通过家长一起海边亲子活动，

让幼儿对海洋及海洋生物有进一步的了解，也萌发了幼儿们对海

洋及海洋生物的兴趣和喜爱。最后鼓励幼儿用绘画和实物搭建来
表现吗，不仅关注到海边的特点，还注意到海边周围的事物。

幼儿在对创作物体充分感知、了解和体验的基础上，创作

时才会更加丰富，表达也更大胆，更自信，同时在欣赏、评
价作品时也会更有自己的想法。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实施，我

们还发现主题式的课程远远比单一的水墨创作呈现的作品更丰

富，层次更多样化。至此为止，幼儿园的班本课程还没有结
束，教师还需要更深入地进行观察和思考。老师还可以带着幼

儿收集身边关于桥梁的资料，开展“我知道的关于海洋和家乡

的故事”等活动，进一步帮助幼儿了解家乡的发展史，了解海
洋背后的家乡文化。

6　结束语

课程的实践不能一蹴而就，在开展“赶海”班本课程的实
践中，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如活动是否适合幼

儿、老师的引导和指引是否科学有效、活动的组织如何保证安

全等等，在这些困难和问题面前，幼儿园全体老师都勇敢的面
对，逐一克服和解决，从班本课程活动的筹划开始，每一个细

节到整体，老师都是以幼儿的兴趣和需求为努力方向，每一个

小的进步都增强了老师进一步探索班本课程开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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