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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感知、理解、运用 
——浅谈小学低段语文教学中的安全教育 

◆赵作芬 

（四川省甘洛县田坝镇中心小学  616854） 

 
摘要：“生命可贵，安全第一”，安全的警钟在我们的脑海中鸣响，安全

意识从小培养，安全教育从小开始，安全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安全不仅

要从生活的点滴抓起，而且要溶于教学课堂之中，语文老师不仅要注重

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注重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用科学的方法促进

学生健康发展，使学生提高安全意识，学会自我保护。本文针对课堂教

学中进行了一些安全教育的尝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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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
的，而要拥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安全。一人安全，全家幸福；生命
至上，安全为天；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红红火火地“生命可贵，
安全第一”的活动在校园里开展。 

安全的警钟在我们的脑海中鸣响，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安全意识从小培养，安全教育从小开始，安全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所以，加强小学生的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小学生的安全保护能力，
使学生在发生危险时能做出机智的行为，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损失、人身伤害……。 

以下是我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一些尝试。 
一、入学学唱安全儿歌 
进校第一天就学习儿歌《安全歌》：1、小学生，上学校，走

路要走人行道，过马路别乱跑，十字路口看信号。2、上下楼梯
不拥挤，集体活动守纪律。3、家用电器和煤气，使用时要注意，
阅读说明再开启。4、发生火灾不要慌，快叫大人来帮忙。5、放
学回家快快走，回家晚了爸妈愁。6、遇上骗子多琢磨，抓住机
会赶快溜。7、一人在家关好门，与人说话要谨慎。8、发现坏人
来撬门，赶快拨打 110。9、狗咬猫抓毒蛇咬，快快快，送医院，
医生处理才安全。10、学校安全人人讲，安全学校个个赞。通过
对儿歌的唱诵有初步的安全意识，知道处处有危险，处处注意安
全。 

二、教学中学具的使用，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小学语文教学要使用很多工具，特别是低年级的写字课教学

更是明显。写字时学生都用的是铅笔， 铅笔用的小刀，转笔刀
等工具。特别是小刀如使用不当，易造成伤害。这就需要教师向
学生强调，不能拿这些用具玩耍，更不能拿小刀指着人，玩耍时
要把学习用具放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人身伤害。教学中，既要
让学生了解掌握小刀、转笔刀的使用方法，又要加强学生对小刀
的安全使用教育。 

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向小学生传授安全知识 
1、在识字教学中传授安全意思 
在教学生字“电”时，我指导学生掌握了读音后，问：“想

想电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处呢？”“可以看电视。”“做饭、洗衣
服、打电话、照明……”。我又问：“电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害处呢？”
“会电死人”，“会烧房”，“会把东西烧糊”……。边说我边出示
电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危险的图片，让学生观察、了解电的危害。
同时就把用电的安全知识轻松地传授给了学生。 

在教学生字“灭”时，学生掌握了读音后，（一丛熊熊燃烧
的火焰被一块木板盖住），启发学生：“图上熊熊燃烧的火焰被木
板盖住，火焰会怎么样？”学生齐答：“火焰要熄灭！”我趁热打
铁引导学生观察“灭”的字型学生很快就记住了它，同时就发生
不同火险的防范、灭火方法、报警等知识顺理成章地传授给了学
生。 

2、在学习课文中进行安全教育 
我在教学《夏夜多美》的过程中，问：“小蚂蚁不小心掉进

水池，它是怎样做的？”同学们都说用呜呜地哭声“惊醒”睡莲
阿姨，得到睡莲阿姨的帮助。明白它用哭声来求救，得到了帮助。

睡莲说：“今晚就在这儿住下吧！你瞧，夏夜多美啊！”小蚂蚁摇
摇头说：“我得回家，要不，爸爸妈妈会着急的。”明白了不管在
哪儿，你安不安全，危不危险，爸爸妈妈都会很担心、很着急，
只有你回家了爸爸妈妈才放心。学生从中体会到：当遇到危险时，
一定要想办法求救，让自己脱离危险。一定要准时回家，向爸爸
妈妈抱平安，不能因为贪玩，而深夜不回家，让爸爸妈妈在家着
急。 

我在教学《司马光》有意问道：“当一个小朋友不小心掉进
假山下的缸里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一同玩耍的小朋友怎么做的？
谁的方法 好。”同学门都为司马光临危不乱、机智果断地举石
砸缸救人的行为啧啧称赞，讥笑那些吓哭了或跑去找大人的小朋
友没有司马光聪明。我相机问道：“如果小朋友掉进的不是可以
砸破的瓦缸或者是水池什么的，那些大声哭喊找大人的小朋友的
做法你觉得又怎么样？”同学们听后嘎然止笑，觉得在这样的情
况下大声哭喊引起附近大人的注意或者找大人来救人才是有效
的救人方法。我和学生由此总结到：如果我们不能自救时向其他
人呼救是很有必要的。 

3、在学习中培养安全防范意识 
《小蝌蚪找妈妈》的课文学完了，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

文文和妈妈上街赶庙会，街上人山人海，彩旗队口号震天，腰鼓
队“咚、咚、咚……”，龙灯队喝彩震耳，高跷队手舞足蹈……
文文被吸引了，走着走着妈妈不见了，一位阿姨走来，她问：“阿
姨你看见我妈妈了吗？”阿姨说：“走，我带你去找你妈妈。”文
文牵着这位不认识的阿姨的手走了。文文会有危险吗？假如是你
该怎么办？有的说：“有危险，站原地不动，等妈妈来找。”有的
说：“大声喊妈妈。”“不能向小蝌蚪一样见人就问看见我妈妈没
有。”“打 110”……我让同学们展开讨论。通过一番讨论他们明
白了：不能随便和陌生人说话，不能跟陌生人走，面对陌生人特
别是不怀好意的人，要注意分析他的言行判断其用心，不要被花
言巧语所迷惑，更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财物上当受骗。4、在
口语交际中运用安全知识 

我在教学“求救方式有哪些？”的口语交际课时，设计了这
样一个主题：当你遇到危重病人、火灾、抢劫等危急时刻怎么向
别人求救？孩子们讨论得非常认真，他们的讨论结果是：可以拨
打 120、119、 110 报警求救并向他们说清楚基本情况和事发地
点。我当即问到：“我们地处山区较边远，120、119、110 等救
助电话一般都设在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里，等这些救助队伍赶来
后已经于事无补。当我们在遇到险情到底该怎么求救？”孩子们
听完我的话后觉得在我们的地域内遇到险情这样求救是不很科
学的。大家再次通过激烈的讨论后达成了一个共识：在离救助中
心较远的地方遇到了险情应当首先选择较近的医院、诊所、派出
所等或者附近的有救护能力的私人电话求救；在没有通讯条件时
遇到了险情要大声呼救得到别人的救助。争取在 短时间内得到
有效的救助，把危险降到 低限度后再作其他处理。 

四、安全永记在心中 
春花秋月知多少，安全知识不可少。安全知识时时记，注意

安全处处提。对小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让他们掌握安全知识，提
高他们的安全防范能力，培养他们的安全意识，是以人为本的思
想理念的具体体现。只有具备丰富的安全知识、较强的安全防范
能力、安全意识浓厚的人才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
人。 

结束语：安全教育是为了一切的人，无论是你还是他，今天
还是明天，现在还是将来。安全教育是为了人的一切，无论是品
德，还是人格，生理还是心理，智力还是情感。安全帮我们实现
了教育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