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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安全手抄报内容（通用 5 篇） 

新学期，学生要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人身安全，饮食安全，交通

安全等。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开学第一课安全手抄报，希望大家注意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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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了，安全将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学习和健康成长。为

了全班同学的安全，今天我们组织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本次活动的主

题是：安全伴我成长。这里我就本期的安全工作向同学样做以下要求： 

1、增强安全意识，时时处处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加强安全教

育。 

2. 认真吸取近几年来安全事故血的教训，树立自我防范和保护意

识，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3、严禁学生擅自下河、池、水库等危险水域游泳（游玩），洗澡、

钓鱼等。 

4、严禁到高速路施工场地或危险楼房、地段、桥梁、游玩、逗留。 

5、注意户外活动安全，确保学生不在危险地带玩耍，不做危险游

戏，不私自外出游玩。 

6、不准攀爬电杆、树木、楼房栏杆、不翻越围墙、不上楼顶嘻闹。 

7、交通安全。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准骑自行车上路，不攀爬车

辆，不在铁路、公路上停留、游玩、奔跑、嬉闹。 

8、防火安全。不准玩火，不准私自上山带火，不接触易燃易爆物

品，不随便放烟花，爆竹。寄宿学生要有监护人，注意做饭用火安全。 

9、严防煤气中毒。住房内要注意通风，严禁晚上将煤炉放置室内。 

10、不随便接触电源和带电电器，不在雷雨时避于树下、电线杆

下或其它易发雷电的地方。 

11、 不准随便吃零食、野果，不吃过期和霉烂变质的食品，注意

饮食卫生，严防食物中毒。 

12、不准进行不安全的戏闹，如抛石头、土粒、杂物，拿弹弓、



木棍、铁器、刀具等追逐戏打。 

13、不准未告知家长私自外出。外宿和远游，防止被绑架、拐骗

或走失。 最后，希望同学信自觉遵守学校安全规定，每天高高兴兴上

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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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了解校园安全隐患。 

2、掌握安全知识，培养学生“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意识。 

3、进行预防灾害，预防突发事情的教育。 

教学过程： 

一、校园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请学生列举一些现象） 

1、学生集会、集体活动、课间活动的安全隐患。 

2、校园用电安全隐患。 

3、学生交通安全隐患。 

4、校园隐性伤害的隐患。 

二、学生集会、集体活动、课间活动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上下楼梯要注意什么？ 

①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奔跑。 

②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扶好栏杆。 

③整队下楼时要与同学保持一定距离。 

④上下楼时不要将手放在兜里。 

2、集体活动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时间，遵守纪律，遵守秩

序，语言文明。 

3、课间活动应当注意什么？ 

①课间活动应当尽量在室外，不要远离教室，以免耽误上课。 

②活动的强度要适当，不要做剧烈的活动。 

③活动的方式要简便易行，如做做操等。 

④要注意安全，切忌猛追猛打，要避免发生扭伤、碰伤等危险。 

三、食品安全教育 

1、不买不食腐败变质、污秽不洁、过保质期、标识不全的食品。 



2、不光顾流动摊档和卫生条件不佳的饮食店，不食用来历不明的

食品。 

3、春夏季是传染病高发季节，故尽量不要进入空气混浊的公共场

所，避免接触禽类。 

4、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居室的空气流通和环境卫生；勤洗手，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5、禁止购买用竹签串起的食物：油反复使用，竹签容易伤人，食

品卫生得不到保证，油炸食品有致癌物质。 

四、交通安全注意事项。 

1、横过马路，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2、行人靠右走，注意观察来往车辆。 

3、学生骑车时不载人载物。 

4、12 岁以下学生不骑车去学校。 

5、恶劣天气下不骑车。 

6、学生在上下学路上不追逐打闹、不玩耍。 

7、乘坐校车要排队，不在等车时追逐打闹，不坐校车或请假时要

向跟车老师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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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学生在道路上行走时，要在人行道内行走或靠路边行

走。不要在道路两侧嬉戏、追逐或长时间逗留。不要突然横过道路。 

（二）中小学生在道路上行走时，应注意观察道路上车辆的行驶

动态，当听到后方来车鸣喇叭时，要尽量靠边行走，同时转头观察车

辆行驶情况，随时防范意外。 

（三）在道路两边居住的中小学生不要在道路两侧玩耍，不得在

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更不得在车行道内坐卧、停留、

嬉闹。 

（四）中小学生横过道路时，必须从人行横道、天桥、地下通道

及其他行人过街设施通过；在通过人行横道时，也要注意观察来往车

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五）中小学生通过设有交通信号灯和人行横道的路口时，应当



注意观察人行横道指示灯，在绿灯亮时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或

人行横道的路口，应注意避让通行的车辆，在没有车辆通行的前提下

安全通行。 

（六）中小学生横过道路要做到：左看、右看、再左看，三次确

认保安全，即；左看，确认近处无驶来车辆；再右看，确认远处无车

辆通过；再次左看确认安全，才能迅速安全通过。 

（七）中小学生必须年满 12 周岁才能依法在道路上骑自行车。在

道路上骑车时，应在非机动车道或靠路边平稳行驶。不得在道路上相

互追逐、扶身并行、曲折竞驶或脱把骑车；更不得在路中心或机动车

道上骑车。 

（八）中小学生在道路上骑车时，听到机动车喇叭声，不要采取

猛转车把的躲避动作；应及时控制好方向，适当减速或下车后，再转

头观察来车情况，以免误入机动车道或摔倒。 

（九）中小学生骑自行车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

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应保持足够的横向安全距离，不得妨碍被超

车的正常行驶。 

（十）校车运送中小学生，责任重大。驾驶人要杜绝超员、超速，

谨慎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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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安全很重要，交通规则要牢记，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

路上玩游戏。 

（2）行走应走人行道，没有行道往右靠，天桥地道横行道，横穿

马路不能做。 

（3）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骑车更要守规则，不能

心急闯红灯 

（4）乘车安全要注意，遵守秩序要排队；手头不能伸窗外，扶紧

把手莫忘记。 

日常安全知识 

1.如何防止烫伤 

烫伤是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事故。在家庭生活中，最常见的是被热



水、热油等烫伤。如何防止烫伤呢？ 

1．从炉火上移动开水壶、热油锅时，应该戴上手套用布衬垫，防

止直接烫伤；端下的开水壶、热油锅要放在人不容易碰到的地方。 

2．家长在炒菜、煎炸食品时，不要在周围玩耍、打闹，以防被溅

出的热油烫伤；年龄较大的同学在学习做菜时，注意力要集中，不要

把水滴到热油中，否则热油遇水会飞溅起来，把人烫伤。 

3．油是易燃的，在高温下会燃烧，做菜时要防止油温过高而起火。

万一家中的油锅起火，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应该尽快用锅盖盖在锅上，

并且将油锅迅速从炉火上移开或者熄灭炉火。 

4．家里的电熨斗、电暖器等发热的器具会使人烫伤，在使用中应

当特别小心，尤其不要随便去触摸。 

2.如何安全用电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因此，

我们有必要掌握以下最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 

1．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总电源。 

2．不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

探试电源插座内部。 

3．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4．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插拔电源插头时不要用力拉

拽电线，以防止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触电；电线的绝缘皮剥落，要

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将

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去直接救人；年龄小的同学遇到

这种情况，应呼喊成年人相助，不要自己处理，以防触电。 

6．不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插头等。哪怕安装灯泡等

简单的事情，也要先关断电源，并在家长的指导下进行。 

3.如何安全使用电器 

如今，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熨斗、吹风机、电风扇等家

用电器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家庭。使用家用电器，除了应该注意安全用

电问题以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各种家用电器用途不同，使用方法也不同，有的比较复杂。一

般的家用电器应当在家长的指导下学习使用，对危险性较大的电器则

不要自己独自使用。 

2．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应

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3．电吹风机、电饭锅、电熨斗、电暖器等电器在使用中会发出高

热，应注意将它们远离纸张、棉布等易燃物品，防止发生火灾；同时，

使用时要注意避免烫伤。 

4．要避免在潮湿的环境（如浴室）下使用电器，更不能使电器淋

湿、受潮，这样不仅会损坏电器，还会发生触电危险。 

5．电风扇的扇叶、洗衣机的脱水筒等在工作时是高速旋转的，不

能用手或者其他物品去触摸，以防止受伤。 

6．遇到雷雨天气，要停止使用电视机，并拔下室外天线插头，防

止遭受雷击。 

7．电器长期搁置不用，容易受潮、受腐蚀而损坏，重新使用前需

要认真检查。 

8．购买家用电器时，要选择质量可靠的合格产品。 

4.居室内活动应注意安全 

在家中居室内活动，还有许多看起来细微的小事值得同学们注意，

否则，同样容易发生危险。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防磕碰。大多数家庭的居室空间比较狭小，又放置了许多家具

等生活用品，所以不应在居室中追逐、打闹，做剧烈的运动和游戏，

防止磕碰受伤。 

2．防滑、防摔。居室地板比较光滑，要注意防止滑倒受伤；需要

登高打扫卫生、取放物品时，要请他人加以保护，注意防止摔伤。 

3．防坠落。住楼房，特别是住在楼房高层的，不要将身体探出阳

台或者窗外，谨防不慎发生坠楼的危险。 

4．防挤压。居室的房门、窗户，家具的柜门、抽屉等在开关时容

易掩手、也应当处处小心。 

5．防火灾。居室内的易燃品很多，例如木制家具、被褥窗帘、书



籍等等，因此要注意防火。不要在居室内随便玩火，更不能在居室内

燃放爆竹。 

6．防意外防害。改锥、刀、剪等锋利、尖锐的工具，图钉、大头

针等文具，用后应妥善存放起来，不能随意放在床上、椅子上，防止

有人受到意外伤害。 

5.烫伤的'处理措施 

生活中发生烫伤，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1．对只有轻微红肿的轻度烫伤，可以用冷水反复冲洗，再涂些清

凉油就行了。 

2．烫伤部位已经起小水泡的，不要弄破它，可以在水泡周围涂擦

酒精，用干净的纱布包扎。 

3．烫伤比较严重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诊治。 

4．烫伤面积较大的，应尽快脱去衣裤、鞋袜，但不能强行撕脱，

必要时应将衣物剪开；烫伤后，要特别注意烫伤部位的清洁，不能随

意涂擦外用药品或代用品，防止受到感染，给医院的治疗增加困难。

正确的方法是脱去患者的衣物后，用洁净的毛巾或床单进行包裹。 

6.如何处理外伤 

受了外伤，比较严重的，需要送医院诊治。比较轻微的，可以按

照下述方法来处理： 

1．出现伤口并且出血的，需要清洗伤口并擦涂消毒、消炎的外用

药，如消炎粉、红药水、创可贴等。此外还要注意：保持伤口局部的

温暖干燥；可多吃鸡蛋、瘦肉、豆类、乳类等蛋白质含量多的食品；

适当服用维生素 C 或多吃些新鲜蔬菜和水果；合理换药，保持清洁。

这样做，有利于伤口的痊愈。 

2．肌肉、关节、韧带等扭伤的，不能立即按摩或热敷，以免加重

皮下出血，加剧肿胀。应当立即停止活动，使受伤部位充分休息，并

且冷敷或用冷水浸泡。待 24 小时至 48 小时以后，皮下出血停止再改

用热敷，以促进消散瘀血，消除肿胀。 

7.手脚冻僵了应该怎么办？ 

在寒冷的冬季外出活动，常常冻得手脚发僵。手脚冻僵了，千万



不要在炉火上烤或者在热水中浸泡，那样会形成冻疮甚至溃烂。那么

正确的方法应该怎样呢？ 

1．应该回到温暖的环境中去，使冻僵部位的温度慢慢回升。 

2．如果在野外，应当设法用大衣等将手脚包裹起来，还可以互相

借助体温使冻僵的手脚暖和过来。 

3．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手搓，通过摩擦增加温度，促进自身的血液

循环，以恢复正常。 

8.被蛇咬伤了怎么办？ 

毒蛇有毒牙和毒腺，头部大多为三角形，颈部较细，尾部较短粗，

色斑较鲜艳，牙齿较长。被毒蛇咬伤的，一般可在患处发现有 2—4 个

大而深的牙痕，局部疼痛。 

被无毒蛇咬伤的，一般有两排“八”字形牙痕。小而浅，排列整

齐，伤处无明显疼痛。对一时无法确定的，则应按毒蛇咬伤处理。 

1．立即就地自救或互救，千万不要惊慌、奔跑，那样会加快毒素

的吸收和扩散。 

2．立即用皮带、布带、手帕、绳索等物在距离伤口 3-5 厘米的地

方缚扎，以减缓毒素扩散速度。每隔 20 分种需放松 2-3 分钟，以避免

肢体缺血坏死。 

3．用清水冲洗伤口，用生理盐水或高锰酸钾液冲洗更好。此时，

如果发现有毒牙残留必须拔出。 

4．冲洗伤口后，用消过毒或清洁的刀片，连结两毒牙痕为中心做

“十”字形切口，切口不宜太深，只要切至皮下能使毒液排出即可。 

5．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拔火罐或者吸乳器反复抽吸伤口，将毒液

吸出。紧急时也可用嘴吸，但是吸的人必须口腔无破溃，吐出毒液后

要充分漱口。吸完后，要将伤口温敷，以利毒液继续流出。 

6．可点燃火柴，烧灼伤口，破坏蛇毒。 

7．尽快食用各类蛇药，咬伤 24 小时后再用药无效。同时可用温

开水或唾液将药片调成糊状，涂在伤口周围的 2 厘米处，伤口上不要

包扎。 

8．经处理后，要立即送附近医院。 



9.被狗咬伤了怎么办？ 

被狗咬伤对人的危害较大，因为狗的牙齿生长着各种病菌和病毒，

很容易通过伤口侵入人体，引发疾病，甚至造成伤风致人死亡。如果

是被疯狗咬伤，还会由狂犬病毒引发狂犬病，狂犬病致人死亡率非常

高。所以，被狗咬伤决不能轻视，必须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1．一般情况下很难区别是否被疯狗咬伤，所以一旦被狗咬伤，都

应按疯狗咬伤处理。 

2．被狗咬伤后，要立即处理伤口，首先在伤口上方扎止血带（可

用手帕、绳索等代用），防止或减少病毒随血液流入全身。 

3．迅速用洁净的水或肥皂水对伤口进行流水清洗，彻底清洁伤口。

对伤口不要包扎。 

4．迅速送往医院进行诊治，在 24 小时内注射狂犬病疫苗和破伤

风抗毒素。 

10.骨折了怎么办？ 

骨折，指人体的骨骼部分或者完全断裂，大多数骨折是因受到强

力的冲击造成的。发生骨折后，骨折部位有疼痛感，并伴有肿胀、瘀

血和变形，人的活动受到限制，无法负重，严重的还会出现出血、休

克、感染、内脏损伤等。发生骨折应当怎样进行应急处理呢？ 

1．使患者平卧，不要盲目搬动患者，更不能对受伤部位进行拉拽、

按摩。 

2．检查受伤部位，及时就地取材选用树枝、木板、木棍等，对受

伤部位进行固定，防止伤情加重。 

3．没有用于固定的物品时，对受伤的上肢可以用手帕、布条等悬

吊并固定在其胸前，下肢可以与未受伤的另一下肢捆绑固定在一起。 

4．开放性骨折（即骨折处皮肢或粘膜破裂，骨头外露），要注意

保持伤处清洁，防止感染。 

5．做完应急处理后，立即送往医院救治，要注意运送途中不可碰

撞受伤部位。避免人为加重伤情。 

11.流血不止怎么办？ 

同学们在玩耍时碰伤了身体，往往会流血不止，特别是鼻子最容



 

1．四肢或手指出血，应该马上用一块干净的纱布或较宽的干净布

条将伤口紧紧地包扎住，如有条件，最好洒一些药物在伤口上再包扎。 

2．如果是鼻子出血，可以把头抑起，用手指紧压住出血一侧的鼻

根部，一直到不出血为止。如果有干净棉球，可以把棉球塞进鼻孔里

压迫止血。另外，可以用冷水浇在后脑部，这样会使血管收缩，从而

达到止血的目的。 

交通安全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其中的“行”，

要涉及交通问题。同学们平日里上学、放学，节假日外出、旅游，除

了步行以外，还要骑自行车、乘公共汽（电）车，路程更远的，要乘

火车、乘船。所以，交通安全问题是我们必须重视的，要从小树立交

通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确保交通安全。 

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同学们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正是一天中道路交通最拥挤的时候，

人多车辆多，必须十分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

走。 

2．集体外出时，最好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结伴外出时，

不要相互追逐、打闹、嬉戏；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围情况，不要东

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报或做其他事情。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机动

车辆争道抢行。 

4．在雾、雨、雪天，最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以便于机动车司

机尽早发现目标，提前采取安全措施。在一些城市中，小学生外出均

头戴小黄帽，集体活动时还手持“让”字牌，也是为了使机动车及时

发现、避让，这种做法应当提倡。 

12.横穿马路应该注意什么？ 

横穿马路，可能遇到的危险因素会大大增加，应特别注意安全。 

1．穿越马路，要听从交通民警的指挥；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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