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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师范类专科学校学生校园安全教育初探 ①

严云强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团委，四川 绵阳６２１７００）

摘　要：近年来，国家对学前教育非常重视，不断组建幼儿师范类专科学校。通过调查发现，幼儿师范类专科学校在学
生安全教育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学生安全知识缺乏。因而，必须针对自身特点，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提高校园安全教育的效

果，营造校园安全教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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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明确要求提高学生“预防灾害、应急避险和防范违

法犯罪活动的能力”。为此，必须加强对学生进行安全教

育。所谓学生安全教育，是指通过对学生进行有关安全责

任、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的教育活动，使学生增强安全防

范意识，掌握基本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树立正确的法

制观念，形成健康的心理状态。近年来，国家对学前教育

非常重视，不断组建幼儿师范类专科学校。幼儿师范类专

科学校（以下简称幼儿师专）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校园安

全教育方面也必然有其独特之处，而在高校安全教育研究

中，专门针对此类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目前还很少，因此，

本文拟对幼儿师范类专科学校校园安全教育作一些初步

探讨。

一　幼儿师范类专科学校安全教育现状
笔者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某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进行了一次安全教育现状调查。调查主要涉及学生安

全意识、学校安全教育途径等方面。调查随机抽取该校

４００名不同专业的学生，共发放调查问卷４００份，回收４００
份，有效问卷３９３份，有效率９８．３％，达到相关要求。

调查显示，幼儿师专学生大都了解一些基本的安全常

识，但只有１３％的同学认为自己比较了解安全知识，而对
安全法规不够了解的同学则占到了９６％。在面对突发性
安全事故时，９７％的学生认为他们会感到害怕，其中３２％
的学生认为非常害怕。受调查的学生普遍认为掌握一定

的安全知识对自己非常重要。但在平常生活中，只有５％
的同学表示他们曾经主动了解过安全知识，一般是通过网

络或者同学交流等途径获得一些零散的安全知识，他们强

烈希望从学校获得系统的安全教育。

调查还显示，学校安全教育的效果并不明显，学生均

表示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安全教育活动，但表示对活动没有

多少印象的占到６２％，６８％的同学认为学校安全教育形式
过于单一，主要通过宣传橱窗等形式宣传知识。８２％的同
学希望学校能够举行安全演练活动或者安全影像观摩，让

他们以体验的方式学习安全知识和技能。

二　幼儿师范类专科学校在安全教育方面的
特点

通过对调查分析，笔者发现，幼儿师专在学生安全教

育方面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部分学生安全防范意识不足，而影响校园安全的

因素众多。很多学生刚刚开始离开家长，独立生活，对安

全问题认识不足，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而高等院校

人员密集、活动频繁，导致影响校园安全的因素众多，如国

内外突发的重大事件、校园内突发性事件、学生就业问题、

校园周边治安环境、学生宿舍内违规用电或使用明火而导

致的火灾隐患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对学生进行

安全教育，必然形成安全隐患。二是幼儿师专生源层次具

有多样性，既有高考统考统招学生，又有初中起点五年制

大专学生，部分学校还继续招收三年制中师学生。学生来

源中有高中毕业生，也有初中毕业生，特别是初中毕业生，

由于年龄小，往往匮乏安全知识，安全意识也较差。三是

幼儿师专的学生见习、实习在整个学业中占较大比例，校

外实习的时间较长，实习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也相对较多，

安全事故出现的机率增大。四是幼儿师专多数是由中等

师范学校升格组建，学校内部管理还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

过程中，安全管理水平也有一个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五是

幼儿师专中男女生比例失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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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目前此类学校中男女生比例在１∶３０左右，相对于男
生而言，女生由于缺乏躲避风险的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弱、

自我保护能力差、虚荣心强、心理脆弱、更易受性侵害等方

面的原因，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更多因素的威胁。

三　幼儿师范类专科学校安全教育的途径
１．建立安全教育课程体系。由于很多幼儿师专都是新

建立的高等学校，在安全教育实践中，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如学生课程多，课时有限，专门的安全教育师资缺乏甚至

没有。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幼儿师专都在组织开展校

园安全教育工作，但基本上没有完整的课程和教学体系，

一般都是将安全讲座作为安全教育的主要形式，而且讲座

次数少，内容多，一次讲座就包括安全教育的全部内容的

现象非常普遍，学生接受困难，安全教育很难达到预期的

效果。要达到安全教育的效果，必须建立完善的安全教育

课程体系。第一，在课程设置方面，最好将校园安全教育

纳入课程计划，并从新生进校的第一学期开设，条件不成

熟则至少应制安全教育讲座计划，每学期举行多少次，每

次多长时间，讲哪些内容，都应该进行详细规划。第二，在

教材编写方面，幼儿师专应根据自身的特点，结合本校的

实际，遴选典型案例，编写融合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于

一体的校园安全教育教材。在教材使用过程中，还应不断

地调查研究，完善和充实教材内容。第三，校园安全教育

课每堂课的上课学生不宜太多，太多则不便于教师组织教

学，不利于提高教育效果。第四，在课程实施方面，要避免

简单的理论灌输，最好多使用讨论、情景模拟等方法，让学

生自觉的参与到安全教育中，从受教育者变为安全教育的

参与者，让安全知识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渗透到学生的习

惯中。第五，为调动学生学习安全知识的积极性，应对学

生所学的安全教育知识进行考核，检查其掌握情况。有条

件的学校应将考试成绩纳入学生德育考核评价体系。甚

至还可以将学生安全教育考试成绩与学生各类评优相

结合。

２．利用好传统宣传平台进行安全知识宣传，营造安全
教育的良好氛围。特别是针对新生，应将安全教育纳入入

学教育中，让学生一进校门就树立起良好的安全意识，并

对安全防范知识有较多的了解。除此之外，还应该充分发

挥校园宣传平台的作用，充分利用黑板报、展板、广播等校

园媒介，并以广播剧、漫画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

宣传。

３．将安全教育渗透进学校丰富多彩的校园文体活动
中。利用一些时间节点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专题活动。

在活动形式方面，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安全教育影片，从而

更直观的认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还可以开展校园安全

知识竞赛、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活动，让安全知识和习惯在

潜移默化中深入学生的心灵。

４．开展安全演练实践活动。除了上好安全教育课，让
学生获得安全理论知识外，还要结合实际安排学生参加安

全演练活动。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通过演练得以熟

悉。例如，笔者所在学校，学生违规使用烧水棒的情况总

是屡禁不止。经过调查分析发现，很多同学都没亲眼见过

火灾，因而对火灾的危害没有切身体会，在使用烧水棒时

也就心存侥幸，认为一支小小的烧水棒没有多大危害。于

是学校在１１９消防宣传日当天，组织部分学生开展了消防

演练活动，大火和浓烟深深震撼了在场学生，通过演练活

动，不仅教育了学生，让他们深刻体会了火灾的无情和违

规用电的违害，还让他们实地操作了灭火器，并掌握了在

火灾中如何逃生、报警、施救等知识。通过实践演练，学生

违规用电的行为大大减少。总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安全教育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亲身体

会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５．成立安全教育类学生组织，扩大安全教育的宣传队
伍。比如，在学生会设置纪检安全部，在班级设置纪检安

全委员，在团组织和学校保卫处的指导下开展安全教育活

动，协助排除安全隐患，并定期宣传安全知识。还可以组

建安全教育的学生社团，如校园安全协会等社团组织，专

门探讨校园安全问题，宣传安全知识，提高同学们的防范

意识。通过学生以兴趣爱好为出发点，自发地参与安全教

育，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活力，将安全知识融入到丰富多

彩的社团活动中去，增强安全教育的有效性，扩大安全教

育的阵地。

６．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创新安全教育途径。新媒
体主要包括网络和手机，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媒体形式，

特别是对学生而言，他们更是新媒体使用的主体，幼儿师

专的学生几乎是人手一部手机，大多数学生都有电脑。新

媒体已经完全改变了学生的生活学习方式，渗透到了学生

生活和学习的各个方面。因而，单靠传统媒介传播校园安

全教育知识，而不利用他们习以为常的手机或者网络，就

很难真正取得安全教育的效果。因此，在利用好传统媒体

平台的同时，还要的新安全教育途径，充分利用新媒体，用

学生每天都在使用的手机或者网络去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如建设校园安全教育宣传网站，在网站上提供文字、视频

等安全知识，学生可以随时查询相关的安全知识。还可以

建立安全教育论坛，学生可以在上面互动，探讨安全知识。

还可以利用微博、手机短信等平台，随时向师生提供安全

提醒等等，让安全教育真正融入学生的生活中去。

７．专门针对女生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幼儿师专最大的
特点就是女生占绝大多数。部分女生由于深夜独自出行，

或者轻信网友，单独与网友见面，还有些女生轻易将银行

密码告诉他人，或者面对挫折心理承受能力差等原因，很

容易出现安全问题。因而，幼儿师专应该专门针对女生的

情况开展安全教育专题。提高她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强

她们的自救能力。让女生通过学习相关法律、安全知识和

安全急救措施来保护自己和帮助别人。

总之，幼儿师专学生安全教育方式多种多样，没有固

定模式，只要是适应学生特点，达到实际效果的就是好的

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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