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冬季安全知识材料

冬天来啦，同学们，为保障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

我们要记住下面这些哦！

一、怎样防寒保暖，预防在感冒？

进入冬季，气温较低，是感冒病症的高发季节，尤其是小学生体质较

弱，自身的防御系统还不健全，应更加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

1、关注天气变化，遇到降温要提前做好防寒保暖准备，出门时要适

当多加衣物，有必要时还应戴上手套、帽子、系上围巾。

2、适当增加运动量，加强身体锻炼，增强自身抵抗力。在运动后许

多同学都会出现身体发热现象， 这时一定不能图一时舒服， 随意脱掉

衣服。

3、一旦发现感冒症状，要及时就诊，按时吃药，不要拖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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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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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乘坐机动车应该注意什么？

汽车、电车等机动车，是人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为保证乘坐安全，

应注意以下各点：

1．乘坐公共汽（电）车，要排队候车，按先后顺序上车，不要拥挤。

上下车均应等车停稳以后，先下后上，不要争抢。

2．不要把汽油、爆竹等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带入车内。

3．乘车时不要把头、手、胳膊伸出手窗外，以免被对面来车或路边

树木等刮伤；也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以免伤及他人。

4．乘车时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

手应握紧扶手，以免车辆紧急刹车时摔倒受伤。

5．乘坐小轿车、微型客车时，在前排乘坐时应系好安全带。

6．尽量避免乘坐卡车、拖拉机；必须乘坐时，千万不要站立在后车

厢里或坐在车厢板上。

7．不要在机动车道上招呼出租汽车。

四、如何安全使用煤气？

人们通常把天然气、石油液化气、煤气等可燃性气体都叫做煤气。煤

气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但如果使用不当，它也会造成灾难。

使用煤气要注意以下各点；

1．认真阅读燃气器具等的使用说明书， 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操作、

使用。



2．使用人工点火的燃气灶具，在点火时，要坚持 “火等气”的原则，

即先将火源凑近灶具然后再开启气阀。

3．经常保持燃气器具的完好，发现漏气，及时检修；使用过程中遇

到漏气的情况，应该立即关闭总阀门，切断气源。

4．燃气器具在工作状态中，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止火被风吹灭

或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漏而发生火灾。

5．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 ，应充分保证室内的通

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五、使用煤炉取暖怎样预防煤气中毒？

目前许多地区冬季取暖仍采用煤炉， 因使用炉火不慎而造成煤气中毒

的事故常有发生，怎样防止煤气中毒呢？

1．用煤炉取暖，一定要安装烟筒和风斗。

2．定期清扫烟筒，保持烟筒通畅，如果发现烟筒堵塞或漏气，必须

及时清理或修补。

3．经常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4．伸出室外的烟筒，还应该加装遮风板或拐脖，防止大风将煤气吹

回室内。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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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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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在学校如何注意防火？

在学校里也有防火安全问题，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l．不带火柴、打火机等火种进人校园，也不带汽油、爆竹等易燃易

爆的物品进入校园。

2．实验课需要使用酒精灯和一些易燃的化学药品时，要在老师的指

导下进行，并且严格按照操作要求去做，时刻小心谨慎，严防发生用

火危险。

3．采用火炉取暖的教室，要选派专人负责，管理好炉火。

4．不随意焚烧废纸等。

5．打扫卫生时，要将枯枝落叶等垃圾作深埋处理或送往垃圾场，不

要采取点火烧掉的办法。

八、冬天课间活动要注意什么？



1．课间可适当开展一些有益的健身运动，如跳绳、踢毽子等。

2．走在有冰冻的路面上要特别小心，预防跌倒摔伤，尤其不能到有

冰冻的地方追跑，不得在校园内打雪仗掷雪球，以免砸伤他人。

3．在排队下楼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不得拥挤和冲撞他人，做到上

下楼梯靠右行，预防楼梯口踩踏事故发生。

4．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的同学要安班级排好队，有秩序地进入餐厅

就餐，预防拥挤现象发生

九、日常生活中怎样注意饮食卫生？

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卫生，否则就会传染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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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经验的人很难辨别清楚，只有不随便吃野菜、

野果，才能避免中毒，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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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意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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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开水最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