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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提高中小学生应急救护普及率的对策研究 
◆苏  华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王纲九年一贯制学校  辽宁沈阳  110101） 

 
意外伤害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我国

每年因意外伤害死亡的患者约 70 万人，是居民死亡原因的第 4
位或第 5 位，也是 1～34 岁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公众急救知识
培训工作的开展对降低突发事件和灾难发生时的伤残率，提高生
存质量起到重要作用。学校具有人群密集、密切接触、年龄集中
的特殊性，也是传染病爆发、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易
发场所。班主任或学生往往是现场第一目击者，普遍存在因卫生
应急处理能力明显不足而过度依赖 120 急救或家长的现象。为了
达到提高生存自救能力，迫切需要让青少年从小学习安全逃生知
识，掌握应急生存本领，培养自我防护意识和强烈的生存欲望，
中小学学生学习卫生应急知识与技能以便在事故发生时赢得抢
救时机。 

现代医学证明，猝死患者抢救的 佳时间是 4 分钟，严重创
伤伤员抢救的黄金时间是 30 分钟。由于许多突发急、危、重症
或意外伤害事故往往发生在行车途中、工作场所、居家环境等。
如果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能够立即实施正确、基本的紧急救护，
可争取到 初宝贵的抢救时间，极大地降低死亡率和伤残率。有
调查显示，我国学校教育的现场急救培训活动少，急救知识缺乏，
不能满足急危重伤病员出现时现场急救的需要，由此可以看出我
国全民急救知识的普及教育已成为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 

应急救护：在遇到各种威胁自身生命安全的意外、事故等情
况下的为维护自身平安而采取的自我救护，在可能发生的危险面
前有预见性的自我保护。 

中小学生应急救护需要培训的内容：研究以健康教育课中对
中小学生卫生救护与应急避险能力的培养为主，以不同年龄学生
安全与避险方面能力的培养方法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认知特
点，学生的消防演练、地震逃生、三角巾包扎、心肺复苏等为培
养内容。 

一、学生培养的目标 
一二年级：以《中小学生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对一二年级学

生（水平一）的基本要求为分段依据，安全应急与避险：常见的
交通安全标志；行人应遵守的基本交通规则；乘车安全知识；不
玩危险游戏，注意游戏安全；燃放鞭炮要注意安全；不玩火，使
用电源要注意安全；使用文具、玩具要注意卫生安全；远离野生
动物，不与宠物打闹；家养犬要注射疫苗；发生紧急情况，会拨
打求助电话（医疗求助电话：120，火警电话：119，匪警电话：
110） 

三四年级：安全应急与避险：游泳和滑冰的安全知识；不乱
服药物，不乱用化妆品；火灾发生时的逃生与求助；地震发生时
的逃生与求助；动物咬伤或抓伤后应立即冲洗伤口，及时就医，
及时注射狂犬疫苗；鼻出血的简单处理；简便止血方法（指压法、
加压包扎法）。 

五六年级：安全应急与避险：骑自行车安全常识；常见的危
险标识（如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生物安全），远
离危险物；煤气中毒的发生原因和预防；触电、雷击的预防；中
暑的预防和处理；轻微烫烧伤和割、刺、擦、挫伤等的自我处理；
提高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七八九年级安全应急与避险：有病应及时就医；服药要遵从
医嘱，不乱服药物；不擅自服用、不滥用镇静催眠等成瘾性药物；
不擅自服用止痛药物；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毒物中毒的应急处
理；溺水的应急处理；骨折简易应急处理知识（固定、搬运）；
识别容易发生性侵害的危险因素，保护自己不受性侵害；预防网
络成瘾。 

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应急救护的能力，能掌握消防演练、地
震逃生、三角巾包扎、心肺复苏、运动安全五个方面安全自救与
应急避险的基本能力，并养成珍爱生命的良好思想品质。 

教师应掌握良好的应急救护的能力、掌握好实施学生安全自
救与应急避险能力培养的基本技能。教师的研究能力及教学水平
显著提高，以研究促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研究内容： 
1、研究在健康教育课中如何培养学生在消防演练、地震逃

生、三角巾包扎、心肺复苏、运动安全五个方面自救与避险能力。 
2、结合学生的不同年龄特点、学习水平对学生在消防演练、

地震逃生、三角巾包扎、心肺复苏、运动安全五个方面自救与避
险能力培养方法、途径、评价方式进行研究。 

3、结合相关研究内容，以健康教育课堂为主研究阵地，形
成以学校为主体的提高中小学生应急救护普及率的对策研究，为
学生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三、研究的具体措施和做法 
加强学校保健室建设，筹集资金，添置应急救护教学器械与

用品，建立实验活动室，以保证实验教学和活动的需要； 提高
保健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保证实验教师（校医或任课教师）具有
急救师（员）资质；负责本校普及应急救护专题教育教学模式、
活动模式和校本课程的开发 

1、健康驾驭课堂理论教学，让学生通过理论学习，掌握基
本的应急救护知识。突出了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对教学方法突破
了传统的说教模式，让学生先对将要学习的内容自己通过不同的
途径去学习，再用课堂展示学习的效果，再通过比赛巩固学习效
果。这种模式的运用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效率大幅度的提高，
学到的知识也特别牢固。如在四年级 1 班的地震逃生理论内容学
习过程中，老师先给出了学习的主题，告诉同学们，下周我们要
开始学习地震逃生的理论知识了，同学们分五个小组去准备学习
资料，到了下次课以手抄报的形式展示、评比。看哪一小组找到
的知识 全面， 后再在学习园地中展示。在第二周的评比中，
全班学生表扬非常出色，各小组准备的资料都特别的详细，在展
示过程中，以一名小老师的身份向同学们讲解地震的种种理论知
识。使教学的效果非常明显。 

2、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救护培训 
开展多种卫生急救培训活动，学校先后购置了一定数量的急

救物品如：三角巾、担架、模拟人、条幅、袖标、急救背心等。
区红十字会的各位志愿者为师生进行了“救”在身边――应急救
护进校园的培训活动。他们的这些活动在增长了学生的急救知
识。学校先后成立了应急救护小组，做到学校有教工组、学生组；
各班又成立了班级救护组。大家互相沟通，互相协作，开展了师
生应急救护专业培训；开展了师生应急救护模拟演练；开展了师
生健康应急救护知识竞赛；开展了学生应急救护手抄报展；开展
了防震减灾及消防演练；开展了应急救护及健康教育专题升旗仪
式；开展了食品卫生安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预防溺水等教
育专题活动。学校充分利用减灾日爱日眼、爱牙日等主题宣传日
为广大师生进行健康教育活动。 

四、研究的结果与结论 
1、以健康驾驭课为实施主要途径，分别确定了在健康教育

课中培养紧急疏散、地震逃生、火场逃生、应急救护等基本方法。
制定了我校的校本教材内容，把这些内容作为健康教育课堂教学
的一个分支，融入到整个健康教育教学中。 

2、师生的应急救护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学生和教职工学习和了解一些基本的自救和救护常识，学习

和了解应急救护中的基本原则和步骤，以便实施有效的方法。教
师向学生传授急救知识、技术、技能，学生了解并掌握一些常见
的意外事故的救护措施，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实施正确的救护，
为自己或他人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有效地减少和预防悲剧的发
生。 

3、把卫生救护融入到了德育工作中。在学校职能部门的参
与下，学校专门加大了安全自救与应急避险能力知识的宣传，营
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通过研究，在提高学生应急救护普及
率方面，确定了一列的培训模式。把学生应急救护能力培养从健
康教育课堂延伸到了学校、年级组、班级当中，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立体教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