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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都东京的学校安全教育 

为培养学生具备预测和回避危险

的能力，有效保障自身和他人安全，日

本东京教育委员会一直注重对学生进

行安全教育，且成效显著。本期对东京

学校安全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评

价及事故发生时的对策等进行介绍，以

期对北京的学校安全教育有所借鉴。 

 东京学校安全教育目标 

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安全注意事

项，尊重自身和他人的生命。使学生具

备终身安全生活的基础，培养其参与建

设安全、安心社会的知识和技能。 

 东京学校安全教育的内容 

学校安全教育的内容主要有生活

安全、交通安全、灾害安全三个领域。

 东京学校安全教育的特色 

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密切结合，二

者相互促进。 

 东京学校安全教育评价 

安全教育侧重评价学生通过安全

教育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强调明

确引起事故的危险行为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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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都东京的学校安全教育 
 

一、安全教育的目标 

为了确保日常生活的安全，必须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安全注意事项，尊重自

身和他人的生命；使学生具备终身安全生活的基础，培养其参与建设安全、安心

社会的知识和技能。 

具体目标为： 

（一）深入了解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故、灾害以及犯罪或被害的现状、原因

和防止方法；能够对现在以及将来的安全问题做出正确思考和判断，选择合适的

行为的能力。 

（二）能够感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潜在危险，综合考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后

采取安全行为的能力；能够改善自己的危险环境的能力。 

（三）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认识到建设安全、安心社会的重要性，积极

参加学校、家庭、社区的安全活动，在活动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安全教育的组成 

安全教育在学校教育课程的各个教学科目、课外活动中广泛开展，根据课程

和活动性质的不同各具特色。安全教育的组成概要图如下： 

 

 

 

 

 

 

 

 

 

 

 
安全指导 

安全学习  1.体育科、保健科的安全学习 

2.相关教学科目中的安全学习 

3.“综合学习时间”中的安全学习 

4.  其他学校活动中的安全学习 
安

全

教

育 
1.年级活动、班会活动中的安全指导 

2.学校活动中的安全指导 

3.学生会活动、社团活动中的安全指导 

4.班会中的个别安全辅导 

5.课外安全辅导 

6.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指导 

注：“综合学习时间”是日本 2002 年以后设置的一种教学形式，类似探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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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教育的内容 

东京教育委员会将学生周围的主要危险概括为：诱拐、手机和网络犯罪、受

伤、交通事务、水害、火灾、地震、可疑者等，并根据这些危险制定了相应的安

全教育内容，主要分为生活安全、交通安全、灾害安全三个领域，具体内容如下： 

 

领域 主要内容 

 

 

 

生活安全 

 

 

 

学校日常生活以及各学科学习中的安全； 

学生会活动、社团活动、课外活动中的安全； 

体育活动、远足、集体外宿活动、实习活动中的安全； 

上课前、放学后等休息时间、清扫活动的安全； 

上学、放学的安全； 

家庭生活的安全； 

防止盗窃、诱拐、伤害、强奸等犯罪活动的伤害； 

防止手机、网络等犯罪活动的伤害； 

设施设备安全和创建安全的环境； 

 

 

 

交通安全 

 

步行、横穿马路的安全； 

自行车乘车时的安全； 

了解二轮车的特性； 

乘坐交通工具时的安全； 

正确理解交通法规，遵守交通法规； 

开车者的义务和责任； 

对于幼儿、老人、残疾人交通安全的帮助； 

创建安全的交通社会； 

 

 

 

灾害安全 

火灾防止和火灾发生时的安全措施； 

理解地震、海啸时发生的灾害，并做好防灾； 

风、水害、落雷等气象灾害和防灾； 

屋内外的防灾设备； 

避难所的功能； 

注意和理解警报、灾害情报等信息； 

灾害发生时的联系方式； 

理解并积极参加地区的防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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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常规安全教育内容外，还有特设安全教育内容，如下： 

教育内容 主要对象 

亲子步行练习  幼儿园 5 岁儿童 

安心地上学放学  小学 2 年级 

地震防灾  小学 4 年级 

自行车的正确骑法  小学 6 年级 

危险预测  初中 1 年级 

地方安全地图  初中 3 年级 

体验型交通安全教室  初中全体学生 

避难所开设体验  高中 1 年级 

防范、防灾地图  高中 1 年级 

防止交通事故  高中 2 年级 

与高中的联合防灾训练  特殊教育学校 

四、安全教育的实施 

为实现安全教育目标，东京教育委员会要求各学校必须制定《安全教育指导

计划》，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实际指导要以教学科目、综合学习时间、班会、

学校活动中的安全指导为中心。在学生会活动、社团活动中要以学生自主、自治

的活动为中心。为取得安全教育的成效，各个学校必须制定明确的安全教育方针。 

五、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的结合 

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不可分割，必须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安全教育是以学

生将来能够在自己的一生中采取自主的、适当的安全行为为目标的，但是个人的

行为很难确保足够的安全，这就需要安全管理的配合。例如，紧密结合学校中的

安全设备检查、灾时防范措施等安全管理方面的活动，才能更好地预防事故的发

生。即安全管理是创建更加安全的环境，而安全教育是让学生采取更加安全的行

为，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地确保学生安全。 

两者结合的具体方式如下： 

（一）以安全检查结果为基础的安全管理评价，必须呈现出学校安全管理和

学生安全行为的实际状态。 

（二）安全管理评价也要呈现出安全教育是否得当。 

（三）安全管理要指出学生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并在相应场合提出改善建

议，不拘泥于形式，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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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指导中要示范儿童的危险行为以及相应的安全行为，促进学生理

解和思考，培养学生采取安全的行为的能力。 

（五）安全管理活动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发挥学生会、社团等功能，提高学生

自主性，使学生深入理解集体生活场所安全的重要性，提高自我安全管理能力。 

六、安全教育评价 

安全教育的评价目标，一是了解学生的安全学习程度，二是指出教育内容、

教育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改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安全教育评价很容易仅仅根据事故发生的次数便测定该学校安全教育的成

果。但事故只能表现出危险状况和危险行为的一部分，所以应该评价学生通过安

全教育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能防止事故和灾害的发生，并且应该从多

个侧面进行评价，尤其应该明确引起事故的危险行为的形成原因。例如，安全教

育的知识、态度等。再者，检查学生当下是否存在危险行为也能防止事故的发生。 

此外，评价《安全教育指导计划》是否恰当的执行也是重要的内容。例如，

计划中的内容和方法是否恰当，是否已经建立了指导体系，日程和时间上是否合

适等。 

具体评价内容如下： 

（一）全校性的安全指导体制是否已经建立，教师之间是否已经很好地协作； 

（二）日程、时间、次数是否合适； 

（三）是否与安全管理相结合； 

（四）是否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本地区的特点等； 

（五）指导内容和方法是否恰当； 

（六）指导所需的教材、教具、资料等是否已经完备； 

（七）是否得到了学生家长、地方相关机构的理解和协助。 

七、事故发生时的对策 

（一）事故发生时的处理措施 

当事故发生时应该以人的生命为重，为了将被害减到最小限度要把握准确的

信息，并及时采取必要、得当的急救措施。 

 

 

 

 

 

（处置例子） 

校长，副校长

班主任，养护教师

运送准备 

救护车  医

疗

机

构 

3.联系、通报

2.急救 

发

现

者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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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确把握状况做出急救处理判断 

（1）事故现场的处理 

①听取事故原因和发生经过 

②观察症状，是危及生命的还是需要斟酌以后再行处理的。 

③受伤的学生是否可以移动 

（2）原则上不能移动的情况： 

①疑似脊椎损伤的情况（游泳开始前等） 

②疑似脑出血的情况（头部殴打等） 

③疑似内脏损伤的情况（游戏中受到突然冲击等） 

④意识不明，呼吸、心肺停止的情况 

2.急救中的一般注意事项 

（1）从容、冷静地处理 

（2）解除患者的不安，防止受到刺激 

（3）不随意移动患者肢体，使其保持舒适的姿势 

（4）防止患者受伤部位感染 

（5）隔开旁观者 

（6）迅速叫医生和救护车 

（7）呼吸停止的时候迅速进行人工呼吸 

3.联系、通报 

（1）校内联系和通报 

事故发现者要在做出应急判断、实行急救的同时联系校长等管理者、养护教

师、班主任，有组织地执行对策。 

  

    

 

                               根据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网站相关信息编

译 

 

                                       
通报内容 

·时间                          （几时几分，距离现在多长时间） 

·地点                          （操场，游泳池，体育馆等） 

·名字                          （几年及几班的谁） 

·理由                          （发生原因） 

·发生了什么              （意识、外伤等状况） 

·已经做了哪些处置  （初期急救的状况等） 

（2）联系医疗机构 

头部受到强烈撞击，意识不清的情况要直接联系救护车，等待救援。 

教职员运送伤者时，在医院选择上要尊重家长意见，但是必须在运送前联系

该医院，询问是否有条件接收。 

（3）联系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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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长联系时要正确把握状况，不做带有臆测的说明和感想。若是联系不上

家长，要积极寻找其他应急联系方式。与家长联系时向家长交代的事项有：事故

发生经过和受伤情况的详细说明；医院名、所在地、电话以及医疗机构的其他要

求；交代带好保险证；伤者上救护车的地点和时间。 

（二）报告和事后处理 

1.报告教育委员会 

事故发生后尽快报告相应教委，接受指导。 

         

 

 

 

 

 

 

报告书

教育委员会

指导室（科） 

紧急时电话通报 
事故发生状

况的调查 

事

故

发

生 

 

2.记录管理 

记录事故发生的状况和相关处理方式，并将记录与《安全教育指导计划》、

《指导内容》等文件一起长期保存。保存年数各市、町、村各异。 

3.对外联系 

为避免混乱，最好统一由一个部门负责对外信息公布。 

4.对其他学生的指导 

为了不使其他学生陷入恐慌，要尽早向其他学生说明一定的事故状况，并检

查安全设备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肖艺芳 

北京教科院教育信息中心  周红霞 

 

资料来源：日本东京教育委员会网站 

责任编辑  商发明  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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