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州中心小学安全管理制度
（一）安全责任制度

1.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是本校安全事故防范的第一责任人，对

本校的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2.学校工会依法组织教职工参加本校安全工作的民主管理

和民主监督，维护教职工在安全方面的合法权益。

3.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有关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全体教职工和学生的安全意识。

4.学校安全工作的重点是防火、防盗、防校舍倒塌、防触电、

防食物中毒、防交通事故、防欺凌、防溺水、反恐防暴以及防校

内外意外伤害等全方位的教育和防范工作。

5.抓好学校安全工作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和

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建立安全工作会议和安全教育制度；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抓好各项安全制度的落实；制定必要的安全应

急预案、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召开学校的安全工作专项

会议；对学校门卫、财务室、教学楼、办公室、实验室、微机室、

录播室、图书馆、档案室等教学重地和用电、用水设施提出安全

防范要求；建立岗位安全责任制度；要把安全工作纳入学校年度

检查、考核、评比内容。

6.学校购置和使用的电器产品的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

7.学校实验需要的相关物品应严格管理，规范使用。



8.学校应当将容易发生火灾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严重危

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部位确定为消防安全的重点部位，设置明显

的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9.教职工下班时，应当切断工作场所的电源。

10.学校应当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顺利畅通，定期对

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更换。

11.学校要对学生加强饮食卫生教育，倡导学生建立良好的

饮食卫生习惯，教育学生不买街头无照（证）商贩出售的不洁食

品，不食用来历不明的可疑食物。

12.按照学生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以及教育特点，建立和

健全保障学生安全的各项管理制度。

13.学校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应当按照规定对学生进行必要

的安全教育，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14.学校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教育以及组织学生参加劳动等

实践活动，要确保学生安全，严禁以任何形式、名义组织学生从

事危险性劳动。

15.学校向学生提供的饮用水，要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做

到卫生、安全。

16.学校组织安排的劳动、体育运动等体力活动，不能超出

学生一般生理承受能力，对不适应某种场合或某种活动的特异体

质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必要照顾。

17.严禁教职工侮辱、殴打、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18.教职员工要在工作岗位上履行保护学生安全的职责，不

擅离工作岗位。教职员工要及时将异常情况告知学校和家长。

19.非学校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学校，所有车辆未经允许

不得进入学校，不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依傍学校围墙或房墙构筑

建筑物。

20.学校定期对校内及周边进行安全检查，检查情况及时报

学校领导。

21.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

具体负责人。学校安全负责人应当迅速上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并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学校发生火灾时，应立即报警，及时疏散人员，迅速扑救

火灾。

22.学校发生人员伤亡事故、重大事故或治安事件后，学校

负责人应按规定程序第一时间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23.建立健全以校长为组长的安全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学校

安全、卫生管理的各种制度，建立安全管理、教育、防控、应急、

处置机制，做到教育经常、管理严密、防控到位、信息畅通、反

应迅速、应急处置及时妥善，责任具体落实到人。

24.经常对学校各部位和学生学习、活动等场所进行全面检

查，发现问题随时处理整改，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25.建立和完善安全工作长效管理机制，层层签订安全责任

书，保证安全工作有章可循。学校与班主任、任课教师，班主任



与学生家长签订安全责任书，若中途人员调换必须补签安全责任

书。

26.严格控制学生在校时间，严格按照教学计划组织教学，

严格控制学生家庭作业量。

27.严格执行相关学校安全管理规定。对学校发生安全责任

事故的，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28.加强学校安全督查工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

学校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做到督查检查到位，不断

提高检查的质量和效果。

29.深入开展平安和谐校园创建活动，积极构建学校现代化

的安全技术防范体系，提高人防、物防、技防水平，增强校园内

部安全防范水平和学生自我保护能力。

（二）安全教育制度

1.经常对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安全教育，内容包括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安全、防欺凌、用电安全、活动安

全、假期安全、防范传染病等全方面，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

遇险自救能力。

2.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各种方式使学生保持健康

开朗的心理状态。关心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帮助学生克服因各种

原因造成的心理障碍。

3.根据不同季节特点，明确学校安全教育的重点。例如春季

安全教育的重点：传染病的预防教育、火灾预防教育、森林防火



等；夏季安全教育的重点：洪水、暴雨、雷击、台风等灾害天气

预防教育、溺水预防教育、用电安全教育等；秋季安全教育的重

点：运动安全、法治教育等；冬季安全教育的重点：煤气中毒预

防教育、雪雾天气交通等安全教育。

4.开展安全教育的同时，定期组织相关演练。通过安全演练，

增强教育效果。

5.开展安全教育的同时还要提高学生应对安全事故的能力。

6.安全教育要防止走过场。

7.加强安全知识教育，提高自我防护意识。要以学校常规安

全知识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为重点，结合季节特点和

学校实际开展防安全事故方面的知识教育，特别要加强防交通、

防溺水、防火灾、防拥挤踩踏等事故知识教育，增强学生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把安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通过安全教育

课、主题活动、安全知识讲座、学科教学、班队活动等多形式进

行安全知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