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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安全教育问题分析
王龙娃

（临汾市尧都区土门联校，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儿童的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但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下，大多数的父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

之中，忽略了孩子的安全教育，因此学校就应当负起学生安全教育的重大责任，促进学生的安全意识，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为学生成

长创设更加安全的环境。小学道德与法治是一门关心学生成长的课程，所以在其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应当寻求有效的教学途径，渗

透安全教育的思想和观念，让学生能够拥有自我保护的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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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年间，我们越来越容易在热点新闻中看到儿童安全事

故的内容，这对于现代教育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同时也是

一个关键的信号，提醒着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加强小学生

的安全教育，通过对学生的安全意识灌输和自我保护手段培养，

以降低儿童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和可能性，为祖国花朵的健康成

长创造良好条件。

一、问题分析——安全教育现状

（一）安全教育的内容不完善

在目前的安全教育中，教师的教学内容过于浅薄和陈旧，大

多数内容都局限于一些规则和安全条例的讲解，但是根据儿童安

全事故调查，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学生家中，比如从阳台掉落、

违规使用电器、玩火等。另外还有部分安全事故发生于儿童的好

奇心，比如将头卡在栏杆中、跳跃台阶时摔落、爬树时受伤等。

所以对于安全教育的内容应当做出适当扩展和调整，将家庭安全、

户外安全等加入课程教学中。

（二）安全教育的形式有问题

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部分教师在开展安全教育时，往往以

口述为主，以案例为辅，学生一方面没有了解和认知的兴趣，另

一方面对文字内容的理解存在偏差，导致安全教育呈现形式化状

态。所以教师应当改良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学生

的主动参与来获取安全教育的本质内涵。

二、教育途径——安全教育的开展策略

（一）利用信息技术辅助

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开展安全教育，教师如果仅仅通过语言

描述和文字讲解的方式，学生难以完全接受到这些信息，而多媒

体作为一种强表现力、多感官调动的教学手段，是教师用来添加

课堂活力，吸引学生眼球的非常有效的办法。尤其在讲述案例的

过程中，教师需要避忌具有血腥或者暴力的画面，以免对年龄尚

小的学生产生负面作用，而利用信息技术，就可以采用动画模拟

的效果，让学生意识到事件中的危险，学到躲避和防止类似危险

事故发生的知识，但是又不会因为恐怖画面而留下负面印象，这

就是信息技术的良好效用。

比如在学习“安全记心上”这一课时，为了让学生们充分认

识到火的危害，我在教学过程中，就以视频的方式，为学生们展

示了一个现实中发生过的案例。首先第一段画面由新闻播报的方

式进行讲解，说明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一个小学生独自在家中点

蜡烛玩耍，结果不慎点燃了沙发，导致火灾发生；第二段视频则

以动画演示的效果体现，以卡通人物代替真人，模拟学生在房间

中玩火后，突然发生火灾时学生的行为反应，由于该学生见大火

燃烧起来，便将附近床上的被子进行压盖，结果火越来越大，被

烟雾呛晕过去，最终被大火烧伤。在这样的案例中，利用信息技

术呈现学生被大火烧伤的画面，既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又不

会对学生造成心理伤害，是一种可取的有效手段。

（二）强化师生互动效果

教师在开展安全教育时，还应该积极与学生发生互动，通过

双方之间的交流，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从而让学生获得课程内容

的深化理解，同时也能让教师认识到，学生们是否正确接受到了

安全教育的知识与信息。

比如在开展家庭安全的教育工作时，为了发现学生们在家庭

安全意识中的不足，我就会通过让学生发言的方式进行选择教学

重点。首先我会向学生们提问，要求他们每人说一条家庭安全中

需要注意的事项，学生们一一道来，有的说要注意电器的使用，

有的说要远离炉灶，有的说不能爬高上阳台栏杆……通过学生们

互相之间的补充，他们纷纷扩展了自己的认知，而我将最后他们

没有提到或者表述不准确的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这样的课堂氛围

就达到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三）模拟安全事故场景

安全教育必须要落实在实践之中。安全意识是躲避危险和防

止危险发生的手段，而自我保护能力，则是学生真正应对危险，

进行自救的有效手段。

比如在上述提到的“火灾”案例中，学生们不仅要学习如何

避免发生火灾，更要学习在遇到火灾时，应该如何行动。由此在

教学时，我就组织学生进行了模拟演习，当火势比较小时，学生

首先要判断身边是否有成人可以求助，如果不能，就要立刻逃脱

现场，在确定脱离危险后，找最近的成人进行救助。通过这样的

训练，会让学生拥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如果真的遇到了危险，就

能最大程度地开展自救，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三、结语

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开展安全教育，教师需要学会利用

信息技术辅助，强化师生互动效果以及模拟安全事故场景，由此

让学生能够拥有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最大程度上保障学

生的安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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