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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安全管理探究
陈三中

（湖南省新宁县金石镇永安小学，湖南 邵阳 42200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少农村家庭的学生家长都选择了进城打工这条路，更好地解决了城

市中劳动力不够的问题。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不少农村学生成为了留守儿童。那么关于农村小学的安全管理问题，就成为了

教师应该提高重视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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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活动中，除了要保证学生能获得一定的知识，更多的

是应保证学生的安全。作为农村小学生，父母普遍都是进城打工

人员，他们缺乏父母的关爱，由爷爷奶奶抚养。在学校活动中，

作为学校领导和教师，应提高重视，保证学生能不受到一些危险

因素的威胁，更好地学习文化科目。

一、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教育活动

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提高对于学生开展安全教育活

动的重视。教师应利用好课堂外的时间，将学校作为教育学生的

主要阵地。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保护学生个人安全问题”的主

体班会、知识竞赛、演讲比赛，通过这些形式丰富多样的比赛形式，

让学生通过理论基础的夯实，从而达到自身思想境界的提高。在

一定程度上，夯实学生对于安全教育的认识，加深学生的思想认识。

在平时的教育活动中，教师应加强安全教育活动和实际生活之间

的联系，将安全教育活动生活化，通过在生活中渗透安全教育知识，

让学生将实际生活和安全教育联系起来，保证学生的个人安全。

农村学生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基本上都是靠着爷爷奶奶或是其他

亲属进行抚养，所以自身安全需要提高重视，教师应强化学生对

于安全教育的认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例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课余时间，为学

生演练逃生方式，让学生从零开始培养安全习惯。通过多次排练

应急演练，更好地保证学生安全习惯的养成。

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安全教育

在当前的教育中，为了响应有关部门的要求，农村学校也开

展了多次心理教育活动，但是取得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归根

结底，这是因为心理教育这门课程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教

师在开展教学时，应认识到不同的学生，应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采取更为合适的教学方式，满足学生的个性

化需要。学生出生于不同的家庭，接受到的家庭教育不太一样，

教师只有在认识到了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后，才能开展更为合适的

心理健康教育。

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中，教师应从学生角度出发，给予学生

一定的尊重，通过不断发掘学生的潜能，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

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走出封闭的内心世界，保证学生能形成一

个正确的人生观念。

三、开展全方位的安全教育工作

对于教师来说，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除了要提高对于学生

学习进度的重视，也应提高对于学生安全问题的重视。安全问题，

关系到学生是否能够健康成长，平安长大。学生的安全问题，对

于一个家庭的幸福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校园安全问题涉及到多个

方面，隐患问题也有很多。教师应从思想上提高重视，从各个方

面上教育学生。比如，用电安全问题、游泳安全问题，从多个角

度上展开教育，让学生意识到身边的不安全因素，更好地提高学

生对于生活的重视，防范学生出现意外。农村学生因为常年没有

父母的关爱，因此这一部分安全内容就需要教师来进行普及，更

好地提高学生的认识

四、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作为农村学校，应建立一定健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通过

完善的教学制度，全方位的实现对于学生的保护。学校应将责任

落实到人，保证教师对于学生的安全问题提高重视。学校应按时

排查学校的安全隐患，对于不合格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避免意

外事故的发生。在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时，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对于某些重点内容应提高关注程度。如，学校周边的安全问题、

学校食堂卫生健康问题。在进行安全隐患检查时，除了要及时进

行常规检查，还应重视突击检查，从而更好地发现可疑问题，防

患于未然。

五、联系学生家长，建立家校共育安全体制

在开展学校安全工作时，教师应重视联系学生家长，通过开

办家长会等方式，及时加强和学生家长之间的联系，更好地了解

学生，通过定期举办家长会的方式，更好地从学生家长的角度，

从源头上纠正学生家长的思想。通过家校共育的方式，更好地开

展安全管理教育。对于学生来说，做好预防工作有着一定的积极

意义，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提升自己的救护能力，让学生面对危机

事态，能有一定的应对措施。

六、结语

总而言之，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安全教育管理并不是

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教师应提高对于学生安全管理教育的

重视，通过为学生创设安全教育管理的环境，更好地提高学

生的认知，规范学生自身的行为，让学生更好地提高自己的

安全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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