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工作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做好预防青

少年儿童溺水工作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进一步完善学校预防溺水工作各项制度，强化安全教育，增强

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自护和防范能力；加大工作力度，

落实各项措施，着力建立预防学生溺水教育和管理的长效机制，

确保广大学生生命安全。 

二、工作目标 

深入开展预防学生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和自防、自护、自救的能力；切实做到防溺水教育全覆盖、安

全标识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全覆盖，杜绝学生溺水责任

事故的发生。 

三、主要工作措施 

（一）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落实工作责任制。要将学生预防溺水教育工作责任落实到

每一位领导、落实到每一个年级（处室）、落实到每一位教师，

明确具体工作责任，做到有措施、有落实。将预防溺水教育覆

盖到每一位学生，做到有教育计划，有教育活动，有教育记录，

有学生反馈作业。 

落实监护人责任。要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

宣传，通过大家访、致家长一封信、召开家长会、签订《预防



未成年人溺水法定监护责任承诺书》等措施，将防溺水提醒、

引导工作覆盖到每一位学生家长，提醒家长落实家庭教育和法

定监护人的责任，做到有家访宣传、有联系记录，有家长反馈

承诺。 

（二）强化预防溺水安全教育 

1、要重点抓好“十个一”的宣传教育工作，即：上一堂预

防溺水专题教育课；暑假前集中开展一次安全教育；组织一次

预防溺水和游泳安全知识竞赛或知识展板等宣传活动；印发一

份游泳安全和预防溺水宣传册页；召开一次家长会；开展一次

家长专访活动；印发一份致家长一封信；布置一篇防溺水安全

教育作业；建立每周一次专题教育制度；建立每日一次安全提

醒制度，课前课后进行安全提醒。 

2、重点要教育孩子做到“六不一会”：不在无家长或教师

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同学）结伴游泳；不到

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上下学途中、节假日不到江（河）、水库、池塘等地戏水玩耍；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

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智慧施救，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 

3、召开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让学生讲述预防溺水安

全教育要点，讲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易发生溺水的危险地带、

水域，发动学生自我分析应如何避免溺水现象的发生，通过自



我教育，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4、强化假期、双休日、节日的安全教育，将安全教育延伸

到节日、假期，做到学生放假，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不放假”。

通过开展安全家访行动、让学生签订预防溺水安全承诺书等多

种形式，把学校预防学生溺水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位学生身上；

做到节日、假期学生安全工作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人管，处处

有人管。 

5、强化重点对象的教育。各学校要特别关注低年级学生、

民工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要把防溺水安全教育作

为重点内容，用事故实例予以警示，使学生知晓擅自游泳、玩

水的危害性。对爱好游泳、玩水的学生开展一次全面的排查、

登记，落实好教育和监管的措施，讲清擅自游泳的严重后果，

让防溺水安全知识深入到每个学生心中。 

（三）全面落实安全提醒制度 

重要部位张贴预防溺水教育宣传提示语，学校门前设立固

定的预防溺水教育提示标牌，开辟预防溺水教育宣传栏、宣传

橱窗，各班级办预防溺水知识黑板报，营造浓厚的校园预防溺

水宣传教育氛围。 

要坚持每天放学前进行一分钟安全提醒教育，提醒学生不

私自下水。让学生时时刻刻把“防溺水安全”牢记在心。 

对重要时段和重要场所进行针对性预防和提醒教育，杜绝

管理上的盲点。学校要重点做好双休日、暑假以及发放成绩单、



考试结束日、返校日等重要时段的溺水事故防范工作，对上、

下学经过水域较多的学生，要重点提醒，并向家长发出通知，

提醒家长落实教育监管责任。 

（四）进一步落实防范工作措施 

1、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制度。要立即组织力量，一是对

校园内水域的安全隐患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排查，做到排查一

处整治一处，确保不留死角、不漏一处。校园内易发生溺水的

地方必须设立防溺水警示标志（位置要醒目、数量要适中），加

装防护设施；对校园内可能发生溺水事故的危险地段要安排人

员开展安全巡查工作，确保学生安全。二是对学校周边、学生

上下学途中的河道、水库、池塘、水坑，进行一次全面、细致

排查，确保不漏任何一处水域。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及时报请

镇政府或村、社区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治。 

2、全面开展学生安全大家访活动。活动要覆盖到每位学生

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召开家长会、上门家访、电话联系、

签订履行责任书等多种方式，将相关法律法规、学生安全教育

知识和要求送到家长手上。暑假期间开展两次以上的安全家访

活动，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学生法定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的意识，

进一步强化对青少年学生的安全监管。要建立家长联系台账，

家访活动要有记录，有反馈。 

3、建立学生校外安全防护小组制度。各个班级根据学生的

居住地情况，成立校外安全防护小组，并选取其中一名学生为



组长，要求以小组为单位，集中按时上、放学，相互监督、共

同防止学生擅自下水行为。一旦发现有同伴私自外出游泳、戏

水玩耍等不安全行为，要及时劝阻并及时向家长、班主任或学

校报告，确保同伴安全。 

4、加强对重点人群、重点时段的安全管理。一要加强对上

下学途中安全管理，对上下学经过水域较多且年龄较小的学生，

要安排家长或有关人员护送等防护措施；二要加强学生的课间

管理，特别是中午时段的管理，要时刻关注学生动向，严防学

生午间休息时离校游泳；三要建立请销假登记制度和家长联系

制度，要求班主任切实负起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在校学生的日

常管理。四要会同社区、乡镇、村委会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爱心

监护，组织有爱心、有热情、有能力的社会志愿者与留守儿童

开展结对帮扶行动，使留守儿童在节假日期间得到有效监管。 

5、完善落实学校周边协作机制。充分发挥预防青少年儿童

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积极争取政府和村、社区的支

持、重视；建立暑期安全工作对接制度，在放暑假前就假期学

生防溺水工作要求和各方职责与所在乡镇、村委会、社区居委

会进行一次全面沟通和对接。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在事故多发地

和关键时段进行安全巡查，阻止学生在水域周围逗留，防止溺

水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