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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安全教育与生命教育的研究 
荣亚婷 

（牙克石市免渡河小学  内蒙古呼伦贝尔  022167） 

摘要：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的焦点，也是家庭的希望。学生的安全小到影响家庭幸福，大到影响整个国家的治安，有其

特殊的地位，需要教师给予足够的尊重。鉴于此，教师在小学安全与生命教育工作中，应当针对所出现的问题加以探讨，总结出改

善的措施，以此来更好地完成小学阶段安全与生命教育工作的实施，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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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懂得珍惜生命，学会自我学习，是教育教学工作的首要

责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近年来，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生命与安全”的主题需要教师给予足够的重视，也需要教师用心

对待。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采取多元化的策略，渗透

安全教育知识，让学生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提升个性，健康成

长。 

一、小学生安全教育与生命教育的意义 
（一）培养良好心态 

教师在课堂上为了引导学生学会珍爱生命、学会热爱生活，可

以 始心态锻炼。通过新课程改革标准背景下所呈现出来的内容，

可以看出该门课程的教学方向就是让学生看到生命的价值、生命的

意义以及生命的美好，所以通过该门学科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树

立一个良好的学习心态，甚至是正确的价值观念。当学生在面对困

难挫折不足时，也能用这种心态去面对，而且相信未来一切都会是

美好的。不会被这一点点小小的挫折而打败，这正是如今我国小学

生所需要的，也是教师教学环节中所应该培养的。 

（二）学会热爱生活 

通过安全教育的 展，学生会逐渐发现生活中的真、善以及美。

学生所看到的世界是繁华的，也是美好的，教师就应该通过生命与

安全教育的 展，去提高学生的幸福感，让学生明白如今的社会是

一个安全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也是美好的社会，逐渐地通

过生活中的各项因素引导学生去学会热爱生活、热爱教师、热爱父

母，这样学生在之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才会懂得去珍惜身边的每个

人。 

（三）提高安全意识 

通过新课改标准背景下所提出的相应策略可以看出，加强对学

生生命意义的讲述，能够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很多学生在生活中

都会出现马虎或者是不注意等小问题，但是这些小问题如果是出现

在关乎到生命的问题上，学生会追悔莫及，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

中需要运用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学生珍惜生命，也要帮助学生去勇敢

而又热烈地爱惜自己的生命。当然，教师也可以借助合理知识的运

用，帮助学生构建正确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小学生安全教育与生命教育的现状 
（一）认识不足 

生命与安全的意识已经融入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不管是学生也

好，家长也好，教师也罢，都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而且一部分学

生在接受了生命与安全教育时，即使在课堂上没有及时的掌握，在

课后通过家长以及生活因素的灌输，学生也会懂得什么叫做安全第

一。可通过一些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因为学生的年龄比较小，认知有

限，即使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讲授生命与安全教育的内容，也是以

形式化内容完成，并没有对相关知识进行系统性的讲解，所以导致

学生对生命与安全教育内容认识不足。 

（二）途径单一 

通过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教师在讲述生命与安全内容时只是

讲解一些基本的知识，安全方面的操作就连教师自己知道的都属于

一个未知数，更不用说给学生讲述多么多的知识。当学生进行真实

操作环节，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教学方式不足，难以

让学生能力得到提高；再加上如果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方式过于单

一，学生被动性学习的情况下，还是会像之前一样做一些危险系数

较高的事情。面对此种状况，鉴于生命与安全教育的特殊性，在讲

解相关的安全后，一定要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展 实践。 

（三）缺乏素材 

大部分教师在讲生命与安全教育时，都会使用固定的教材，这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一些安全事故是近些年

来所出现的，并没有更新在教材中。一些教师虽然知晓讲解的内容

有待改善，又不得不按照教学大纲展 教学。时间久了，很容易导

致课堂设置出现“陈旧”状态。 

三、小学生安全教育与生命教育的研究策略 
（一）提高安全意识和生命意识 

小学阶段教师所 展的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中，会因为学生年

龄的限制而出现问题。因为学生年龄比较小，教师在进行知识的渗

透是很多学生是听不懂的，一旦听不懂，教师的讲解就相当于对牛

弹琴。面对这种状况，教师可以借助情境教学理念的方式，将学生

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的知识在课堂渗透，以此来让学生懂得生命的

含义。由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大部分集中在 12 周岁以下，这个年

龄段的学生正处于一个发展的交接时期，对自己生命的意志还没有

清晰的认知，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同时，小学阶段的学生对于世

界还处于一个懵懂的状态，只是认为所有的事情出发点都是以“我”

为中心，面对这种状况，教师在采用情境教学理念进行渗透时，完

全可以设计出符合学生认知的情境，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当然，在渗透安全与生命教育的同时，教师借助情境的方法，也是

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例如：教师在为学生讲述《生命的重要性》这一内容。教师就

可以借助情境设计这样的内容：相信很多小朋友们家里都会有宠物，

那么假设你因为特别喜欢小狗，然后决定领养一只。每一天都需要

照顾小狗的生活起居，让小狗能够在你的照顾下获得健康成长，甚

至也可以为小狗的未来做一项认真的规划……这个情境的设计可以

引起学生保护欲望或者是责任感，甚至是照顾小狗的使命感。当教

师设计完这样的情境后，学生的注意力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如果

学生对生命的含义没有明确的认知或者说设计完这样的情形后，学

生还是无动于衷，此刻的教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播放相关

的视频 而且这个视频一定要具有伤感元素，让学生情感波动。当你

养的小狗，因为某一些意外状况去世的时候，你会不会伤心。借助

这样的情境，让学生感叹生命的渺小，以及生命和安全的重要性。

然后，教师在此期间一定要抓住“你养的宠物小狗去世了，它的死

亡意味着什么？”借助这类的问题，让学生懂得生命的含义，再次

回归到 初的话题。“这回让你去照顾小狗，会不会肩负起自身的责

任”？将小狗当成自己的伙伴，在生与死之间反复去渗透生命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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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从而提高学生对生命的重视程度。 

其他渗透措施如下： 

1、 展安全讲座 

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比较小，这是毋庸置疑的，自我防范意识

肯定很弱。学校在渗透安全意识时，相关的教育工作者不要流于形

式，而是通过主题班会、主题讨论课或者是学校 展的讲座，让学

生认识到安全标识尤其是防火、防电等多个方面的知识，以此来增

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当然，为了可以增强防范意识，教师可以

通过安全讲座的 展，设计一个微型的考试，以简单的对错答题为

主。可以线上，也可以线以下。只有让学生自己了解了安全的防范

重要性，才可以找到避免的方法。 

2、日常班级管理 

安全教育的 终目标是让学生自身有安全的意识，在接下来的

学习之旅中，懂得去远离安全事故，保护自己。而对于安全隐患的

遇见，就需要教师防化于未然，做好养成教育。用 简单的话来说，

教师可以在日常的班级管理活动中随时随地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渗

透，观察哪些学生的行为是错误的，及时制止，并告诉学生正确的

方法。例如：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教师每天都会检查出勤率、学

生在课堂上的纪律。然后在此期间就可以进行一分钟的学校安全教

育意识讲解，在利用一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认识安全交通的警示标语

就是标志等。在整个管理的活动中渗透安全意识，不厌其烦地对学

生讲述安全的重要性，学生才可以懂得原来安全在生命中是如此的

重要。时间久了，学生自己的意识中就会形成“时刻注意安全，时

刻保护生命”的观念。 

（二）提高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 

小学阶段中所涉及的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是需要随着社会的

发展不断更新，毕竟科技发展的时代下，学生所面临的内容也会有

所不同。可如今学校所 展的安全和生命教育的模式，在很大程度

上都受到了理论的限制，不管教的内容多么现代化，教师在讲述的

过程中依然会以 严肃的状态进行渗透，更加严重的情况下会让学

生产生厌烦感。对此教师在渗透的过程中要以锻炼为主，不仅可以

减少理论知识渗透，也可以减少学生的厌烦感。对此，教师可以借

助情境的设计，将学生引入到各种安全危机的活动上， 终达到提

高学生能力的目的。当然，这样的实践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

防止各类安全事件的频发。 

例如：教师在为学生讲述《交通安全》这节内容。学生在日常

的生活中总是听父母说交通安全的注意事项以及过马路时应当怎么

过，才可以减少危险系数的出现？此刻的教师就会让学生去回顾生

活中父母对自己的教育，通过小组的形式展 讨论；然后，教师在

系统性地讲解安全事故处理的方法以及预防措施。在此基础上，一

定会运用实践的方式，来进一步 展生命和安全教育。为了更好的

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可以在教室或者是校园的某一个角落，设计

一个微型的马路或者是相应的十字路口。这些看起来相对真实的场

景是为了测试学生面对突发事故时学生的处理能力，为了体现其真

实性，教师可以让学生扮演护士、行人、警察、驾驶员等角色，通

过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来给学生实践的舞台。当然，以小组活动为

基础的教学是有竞争性的，教师可以通过小组之间的竞争让学生一

起完成这个活动，不会显得枯燥乏味。 后，教师集合每个小组所

表现的状况给予总结，说出正确的应对措施，如何施救和他救的方

法，就算完成了任务。 

（三）提高抗压能力和心理素质 

小学阶段的学生心里状态是呈现出不稳定性的，这是一种极为

正常的心态。本身学生的年龄比较小，教师在渗透生命安全教育工

作时明显就会呈现出一些不足，但在实际的课堂上，教师要意识到

学生的抗压能力或者说心理素质等方面，如果呈现出不足，就会导

致教师所 展的安全问题状况频发。对此，教师在日常的渗透环节，

要借助情感的熏陶或者是训练的方式，多关注学生的意识认知。设

计专门的案例来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这样才能够让学生的心理抗

压能力得以增强。 

例如：在平时的生活中，学生都会接触到“电”，甚至有一些父

母正在忙碌的过程中，会跟孩子说：帮我充一下手机，把电饭锅的

电源插上……这都是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

就要告诉学生用电的安全。首先，先为学生讲述“触电”，在平时生

活中 为常见的。通常是指人体直接接触电源或者是高压电，经过

空气时导致电流在人体内引起的组织损伤等状况，经常出现的一些

危险地方是电器、插座……这些都是学生能够容易接触到的。有这

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述：事情是发生在 2018 年，

一位三岁的小女孩因为拔电风扇的电线插头导致死亡。第一时间赶

去的师傅，估计是拔电源的时候，手指接触到了电插头上的电极，

形成回流的情况下，导致这名小女孩触电身亡。通过这个案例的讲

述，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想象如果是你们，你们的父母会多么的伤心；

你们听到后心情如何？所以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出现，一定要反复

加深对安全用电知识的印象，在心理上做好对用电安全突发情况的

抗压能力。当然，学生是 容易发生危险的一批人，教师在讲述的

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的心理懂得“电”的危险性。 

四、小学生安全教育与生命教育的指定具体计划 
为了可以让学生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在平时的管理工作 展

环节可以制定如下的计划： 

一、班级内部要 展安全与生命教育的相关知识条款 

二、每隔一个星期举行自我保护意识的试卷 

三、 展生命与安全教育班会后，让学生写读后感 

四、让学生制作珍爱生命与安全教育的手抄报 

五、学生上学骑车时要遵循交通规则，不可以乱闯红绿灯 

六、放学时不要在楼梯间打闹，不要在马路上打闹，不要乱跑，

及时回家 

七、坐校车回家的同学不要在校车上看书、打闹，安安静静坐

车，直到安全到家 

八、过马路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要和陌生人走，更不要

接受陌生人递给的任何东西 

九、只有在大人的陪伴下才可以去往一些危险系数较高的场所，

例如：河里游泳、滑雪等 

十、如果其他人遇到危险时，自己不能够给予帮助或者是施救

的情况下，要向周围的大人求救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阶段的生命与安全教育关乎着家庭、关乎着社

会、更关乎着国家。如今，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小学阶段安全

事故还在频发，所以教师责任重大，可以在课程的讲解环节，让学

生意识到安全和生命的意义，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从而为接下来学

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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