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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平安

消防平安

户外活动平安

社会生活平安

发生自然灾害时的自护自救

主要强调六方面的平安：

交通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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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生活平安
1、如何防止烫伤？

2、如何平安使用高压锅？

3、如何平安使用刀具？

5、如何平安用电？

4、如何平安使用煤气？

6、如何平安使用电器？

7、日常生活中怎样注意饮食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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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户外活动平安

1、怎样保证郊游、野营活动的平安？

2、游泳时应注意什么？

3、在游乐场活动应注意哪些平安问题？

游泳时遇到意外怎么办？

流血不止怎么办？

外出时迷失了方向怎么办
？

自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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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平安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平安？

2、横穿马路应该注意什么？

3、骑自行车要注意哪些平安事项？

5、乘坐机动车应该注意什么？

4、在雨天气骑自行车怎样注意平安？

7、乘船时要注意哪些平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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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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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会生活平安

1、受到不法分子侵害如何报警？

2、怎样防止陌生人闯入家中？

3、外出或在公共场所自我防范要注意什么？

4、被歹徒盯上怎么办？

5、中小学生为什么不宜饮酒？

6、中小学生吸烟有什么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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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生自然灾害时的自护自救

1、地震发生时怎样保护自己？

2、怎样减轻热带风暴的危害？

3、外出时如何防止遭受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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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伤了怎么办？生活中发生烫伤，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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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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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外伤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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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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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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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压锅做饭，节省时间和能源，许多家庭都使用它。

      高压锅在使用时，锅里的温度高、压力大，所以

平安问题十分重要。

　　l．使用高压锅之前，首先要检查锅盖的通气孔是不  

是通畅，平安阀是不是完好无损。

　　2．在使用中，不要触动高压锅的压力阀，更不要在
压力阀上加压重物或者翻开锅盖。

　　3．饭菜做好以后，不能马上拿下压力阀或者翻开锅
盖，要耐心地等待锅里的高压热气释放出来后，才能拿
下压力阀，翻开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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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使用菜刀、水果刀、

剪刀等刀具，这些刀具锋利、锋利，使用不慎，
就可能造成伤害。

在使用刀具时应当注意：

　　1．使用刀具时应当注意力集中，不用刀具
比划、打闹，更不能拿着刀具互相开玩笑，以
免误伤别人或自己。

　　2．刀具暂时不使用时，要妥善保存起来，
放在平安稳妥的地方，不要使刀具的尖和刃部
突出、暴露在外，以防止刀具被碰落而伤人或
者有人不慎触碰而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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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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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平安用电常识：

　　l．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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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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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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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卫生，否那么就会传染疾病，                                

危害健康，“病从口入〞这句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要注意：

　　1．养成吃东西以前洗手的习惯。人的双手每天干这干那，接触各种各
样的东西。会沾染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卵。吃东西以前认真用肥皂洗净双
手，才能减少“病从口入〞的可能。

　　2．生吃瓜果要洗净。瓜果蔬菜在生长过程中不仅会沾染病菌、病毒、
寄生虫卵，还有残留的农药、杀虫剂等，如果不清洗干净，不仅可能染上
疾病，还可能造成农药中毒。

　　3．不随便吃野菜、野果。野菜、野果的种类很多，其中有的含有对人
体有害的毒素，缺乏经验的人很难区分清楚，只有不随便吃野菜、野果，
才能防止中毒，确保平安。

　　4．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食物腐烂变质，就会味道变酸、变苦；散发
出异味儿，这是因为细菌大量繁殖引起的，吃了这些食物会造成食物中毒。

　　5．不随意购置、食用街头小摊贩出售的劣质食品、饮料。这些劣质食
品、饮料往往卫生质量不合格，食用、饮用会危害健康。

　　6．不喝生水。水是否干净，仅凭肉眼很难分清，清澈透明的水也可能
含有病菌、病毒，喝开水最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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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怎样保证郊游、野营活动的平安？

〔l〕．要准备充足的食品和饮用水。

〔2〕．准备好手电筒和足够的电池，以便夜间照明使用。

〔3〕．准备一些常用的治疗感冒、外伤、中暑的药品。

〔4〕．要穿运动鞋或旅游鞋，不要穿皮鞋，穿皮鞋长途行走脚容   

           易磨泡。

〔5〕．早晨夜晚天气较凉，要及时添加衣物，防止感冒。

〔6〕．活动中不随便单独行动，应结伴而行，防止发生意外。

〔7〕．晚上注意充分休息，以保证有充足的精力参加活动。

〔8〕．不要随便采摘、食用蘑菇、野菜和野果，以免发生食物中毒。

〔9〕．要有成年人组织、带着。

要注意以下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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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泳时应注意什么？

　游泳是一项十分有益的活动，同时也存在着危险。要保证
平安，应该做到：

　　l．游泳需要经过体格检查。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结
核、中耳炎、皮肤病、严重沙眼等以及各种传染病的人不宜
游泳。处在月经期的女同学也不宜去游泳。

　　2．要慎重选择游泳场所，不要到江河湖海去游泳。

　　3．下水前要做准备活动。可以跑跑步、做做操，活动开
身体，还应用少量冷水冲洗一下躯干和四肢，这样可以使身
体尽快适应水温，防止出现头晕、心慌、抽筋现象。

　　4．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5．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6．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
人前来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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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游乐场活动应注意哪些平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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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时遇到意外怎么办？自救知识

  游泳最容易遇到的意外有抽筋、陷入漩涡、被

水草缠住等。万一发生了这些情况，应当采取以
下自救方法：

l．遇到意外要沉着镇静，不要惊慌，应当一面

   呼唤他人相助，一面设法自救。

2．游泳发生抽筋时，如果离岸很近，应立即出水，
到岸上进行按摩；如果离岸较远，可以采取仰游
姿式，仰浮在水面上尽量对抽筋的肢体进行牵引、
按摩，以求缓解；如果自行救治不见效，就应尽
量利用未抽筋的肢体划水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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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游泳遇到水草，应以仰泳的姿式从原
路游回。万一被水草缠住，不要乱蹦乱蹬，
应仰浮在水面上．一手划水，一手解开水
草，然后仰泳从原路游回。

　4．游泳时陷入漩涡，可以吸气后潜入水
下，并用力向外游，待游出漩涡中心再浮
出水面。

　5．游泳时如果出现体力不支、过度疲劳
的情况，应停止游动，仰浮在水面上恢复
体力，待体力恢复后及时返回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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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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是鼻子最容易出血。出现了这些情况，应该采取
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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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洒一些云南白药在伤口上再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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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到达止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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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时迷失了方向怎么办
？同学们单独外出到陌生的地方，可能会忘记或识别不清来时的

方向和路线而无法返回；和家人、同学等一起出行，也可能发
生走失而迷路的情况。外出时迷失了方向怎么办呢？

　　l．平时应当注意准确地记下自己家庭所在的地区、街道、

门牌号码、   号码及父母的工作单位名称、地址、   号码等，
以便需要联系时能够及时联系。

　　2．在城市迷了路，可以根据路标、路牌和公共汽〔电〕

车的站牌识别方向和路线，还可以向交通民警或治安巡逻民警
求助。

　　3．在农村迷了路，应当尽量向公路、村庄靠近，争取当

地村民的帮助。如果是在夜间，那么可以循着灯光、狗叫声、
公路上汽车的马达声寻找有人的地方求助。

　　4．如果迷失了方向，要沉着镇静，开动脑筋想方法，不

要瞎闯乱跑，以免造成体力的过度消耗和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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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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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十分注意交通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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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采取平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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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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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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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l)．穿越马路，要听从交通民警的指挥；要遵守交通规那
么，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

　　(2)．穿越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线；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
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

　　(3)．穿越马路时，要走直线，不可迂回穿行；在没有人行
横道的路段，应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在确认没有机动车通过
时才可以穿越马路。

　　(4)．不要翻越道路中央的平安护栏和隔离墩。

　　(5)．不要突然横穿马路，特别是马路对面有熟人、朋友呼
唤，或者自己要乘坐的公共汽车已经进站，千万不能贸然行事，
以免发生意外。2024/11/15



  3、骑自行车要注意哪些平安事项？

　　骑自行车外出比起走路，不平安的因素增加了，需要注意的平
安事项如下：

(1)．要经常检修自行车，保持车况完好。车闸、车铃是否灵敏、正
常，尤其重要。

(2)．自行车的车型大小要适宜，不要骑儿童玩具车上街。也不要人
小骑大型车。

(3)．不要在马路上学骑自行车；未满十二岁的儿童，不要骑自行车
上街。

(4)．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不逆行；转弯时不抢
行猛拐，要提 

      前减慢速度，看清四周情况，以明确的手势示意后再转弯。

(5)．经过交叉路口，要减速慢行、注意来往的行人、车辆；不闯红
灯，遇到红灯

要停车等候，待绿灯亮了再继续前行。

．骑车时不要双手撒把，不多人并骑，不互相攀扶，不互相追逐、
打闹。

．骑车时不攀扶机动车辆，不载过重的东西，不骑车带人，不在
骑车时戴耳机

听播送。

．学习、掌握根本的交通规那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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