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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基础教育的普

及，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受到越来越多层面的关注。2019 年

5 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指出：“3 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是生命全周期服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婴幼儿健康

成长，事关千家万户。”为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意见》在

“发展目标”中提出：“到 2020 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

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有所提升，人民群众的婴幼儿

照护服务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到 2025 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

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

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婴幼儿时期是个体发展的最重要阶段，婴幼儿只有得到科学、

安全的照护，才能获得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发展。为此，《意见》在

“加强队伍建设”中提出：“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

要根据需求开设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合理确定招生规模、课程

设置和教学内容，将安全照护等知识和能力纳入教学内容，加快

培养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人才。”

本书紧密围绕幼儿保育专业的教育目标，结合 0 ～ 3 岁婴幼

儿的生理特点和生长发育规律，吸纳婴幼儿教育学、心理学和保

健学的新理念与新成果。本书语言通俗易懂，突出实际运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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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共设置了六个项目，每个项目均设置了“项目目标”栏目，其

中包括“知识目标”“素质目标”“技能目标”和“思政目标”。为

了突出实用性，本书在介绍理论知识的过程中还穿插了“学而时

习之”“贴心提示”和“阅读拓展”等栏目，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实际操作能力。

本书各项目的内容与学时建议如下表所示：

内  容 学时建议

项目一 婴幼儿安全防护教育 3

项目二 婴幼儿安全事故预防和救护 4

项目三 婴幼儿常见伤害情景处理 6

项目四 婴幼儿常见异物伤害情景处理 8

项目五 婴幼儿常见意外伤害救护 10

项目六 婴幼儿自然灾害救护 6

总学时 37

本书由酒泉职业技术学院蔺燕任主编，由临沂市工程学校刘

振任副主编。各个项目的编写分工如下：项目一、项目二和项目

三由蔺燕编写，项目四、项目五和项目六由刘振编写，全书由蔺

燕负责统稿。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编者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向

相关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

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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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婴幼儿年龄小，安全意识薄弱，不能准确、及时地识别安全

风险。婴幼儿是祖国的未来，全社会应保证和促进其安全成长和

发展。因此，我们应做好婴幼儿的安全防护工作。掌握安全防护

知识和正确运用安全防护办法，确保婴幼儿的安全，是每一位照

护者的重要职责。

项目学时  共3个学时。

项目导学

婴幼儿

安全管理

2
婴幼儿安全

防护的内容

1

婴幼儿安全
防护教育

婴幼儿安全防护教育
项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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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婴幼儿安全防护的内容

模块目标

 熟知家庭婴幼儿安全防护的内容。

 了解早期教育机构婴幼儿安全防护的内容。

模块学习

了解婴幼儿安全防护的内容，有利于照护者正确对婴幼儿进行安全教育，

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婴幼儿的安全意识。因此，照护者了解婴幼儿安全教育的内

容显得十分重要。

一   家庭婴幼儿安全防护的内容

（一）居家安全教育

（1）教育婴幼儿不要在居室中随意攀爬，或在滑的地板上嬉戏，避免发生

摔伤。

项目目标

知识目标

（1）熟知婴幼儿安全防护的内容。

（2）掌握婴幼儿安全管理。

（3）了解婴幼儿伤害的安全教育。

（4）理解婴幼儿常见的安全防护

素质目标
（1）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在安全防护中关心婴幼儿的责任心

技能目标

（1）能正确开展婴幼儿安全教育。

（2）能正确掌握日常伤害安全防护。

（3）能正确进行常见的婴幼儿安全防护

思政目标

（1）热爱幼教事业。

（2）树立正确的保育观。

（3）培育规范从教的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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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和引导婴幼儿不在厨房里逗留，让婴幼儿避免被热水等烫伤。

（3）教育婴幼儿不要将塑料袋、绳索、鞋带、皮筋等套在脖子上，让婴幼

儿避免受窒息。

（4）教育婴幼儿在无成人陪伴时不能随意使用或触碰家用电器，避免

触电。

（5）教育婴幼儿不要随意触碰家中种植的植物，防止花盆跌落而受伤或被

植物上的刺扎伤等。

（6）教育婴幼儿不要在家中玩打火机或火柴。

学而时习之

淘气的凡凡

凡凡是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十分淘气，平时特别喜欢玩一些细小的圆

圆的物件。有一次，妈妈在阳台晾衣服，他乘妈妈不注意，自己去厨房里

翻出很多小黄豆，一个人在那里玩。他觉得这圆圆的小豆子十分有趣，便

一会儿把豆子放进自己的袜子里，一会儿把豆子放在手里来回地滚动，玩

得很开心。当妈妈走过来时，凡凡正准备把黄豆往自己的鼻孔里塞，幸好

被妈妈及时制止了。

练习   请你根据上面的案例，说一说应该如何对凡凡进行居家安全教育。

（二）游戏安全教育

（1）教育婴幼儿与同伴进行游戏活动时，要和睦相处，不可抢夺玩具，不

推搡同伴，避免因抢夺玩具而发生摔伤。

（2）教育婴幼儿在玩积木时，不能把积木随意扔向同伴，特别是头部。

（3）教育婴幼儿在玩玩具时，不能把玩具的细小配件放入耳朵或鼻孔。

（三）防走失安全教育

（1）教育婴幼儿不要乘坐陌生人的车。

（2）教育婴幼儿不要随便拿陌生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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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婴幼儿不要协助陌生人做任何事情。

（4）教育幼儿在接听陌生人的电话时，不能让陌生人知道家中的情况。

（5）教育幼儿在家中时，不要随意开门。

贴心提示

照护者在对婴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时，不能过于急躁，要语气平和，

有耐心。

（四）水、火、电的安全教育

（1）教育婴幼儿在家中不靠近火源，不玩火。

（2）教育婴幼儿看见家中着火了要告诉父母。

（3）教育婴幼儿在家中不触碰电器插头、插座、开关。

（4）教育婴幼儿雷电天气不要看电视。

（5）教育婴幼儿雷电天气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6）教育婴幼儿不要靠近高压电源。

（7）教育婴幼儿不要在水源附近玩耍。

（五）生活安全教育

（1）教育婴幼儿认识生活中常见的安全标志，如图 1-1 所示。

注意安全

当心坠落

当心火灾

当心伤手

当心滑跌

当心触电

当心车辆

当心落物

当心机械伤人

图 1-1 常见的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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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婴幼儿认识有火灾或爆炸危险的物质或场所的标

志，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有火灾或爆炸危险的物质或场所的标志

（3）教育婴幼儿认识逃生疏散指示标志，如图 1-3 所示。

    

      

   

图 1-3 逃生疏散指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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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婴幼儿认识常见灭火设备标志，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常见灭火设备标志

（5）教育婴幼儿不能把手放进门缝，防止被夹伤。

（6）教育婴幼儿不能从高处往下跳。

（7）教育婴幼儿不要随便捡路上丢弃的食物吃。

（六）交通安全教育

（1）教育婴幼儿在过马路时，要走人行横道；知道红灯停，绿灯行。

（2）教育婴幼儿乘坐公共汽车时，不能在车内打闹，头和手不能伸出

窗外。

（3）教育婴幼儿不能随意在马路上玩耍。

（4）教育婴幼儿乘车时，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避免伤及他人。

阅读拓展

不同颜色交通安全标志表示的含义

交通安全标志的颜色不同，它们所表示的含义也有所不同。红色交通

安全标志表示禁止、危险，标志的主要形状有圆形、八角形、顶角向下的

等边三角形，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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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圆形、八角形、顶角向下的等边三角形的红色交通安全标志

蓝色交通安全标志表示指令，多用于传递指示信息，要

求人们必须遵守的指示、指令，如图 1-6 所示。

图 1-6 蓝色交通安全标志

黄色交通安全标志表示警告，提醒人们注意，如图 1-7

所示。

绿色交通安全标志表示提示，提供给人们的是允许和安

全的信息，如图 1-8 所示。

            

   图 1-7 黄色交通安全标志           图 1-8 绿色交通安全标志

（七）自救安全教育

照护者要帮助婴幼儿了解什么是危险、怎样避开危险，并



8

婴幼儿安全照护

教其自救的有效方法。

1. 煤气泄漏自救教育

照护者要教育婴幼儿，家里使用的煤气是一种摸不着、看不见但能闻得到

臭味的有毒易燃气体，当煤气灶开关没有拧紧或煤气管道泄漏时，人吸入大量

的煤气后就会导致煤气中毒。

如果室内充满大量的煤气，一旦遇到明火，则会引起火灾和爆炸。照护者

要告诉婴幼儿，不要进厨房随便乱动煤气灶的开关，以防煤气泄漏。一旦发现

家里有煤气泄漏，应马上告诉家长；注意不得开关任何电器，也不能在家里用

座机、手机打电话。

贴心提示

婴幼儿的好奇心强，看到感兴趣的事物时喜欢去探索，而不知道

是否危险。因此，照护者要有意识地对婴幼儿进行安全教育，以增强

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2. 自然灾害自救教育

教育婴幼儿发生地震时千万不要惊慌，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头部安全，就近

躲避在坚固的书桌下或床板下。在发生地震时千万不能乘坐电梯或拥挤在楼梯

口。当震动过去后，要立即从房间撤出，迅速向操场、广场等空旷安全处疏

散。如果被埋在废墟中，要用敲击声求救。

阅读拓展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的安全目标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简称《指南》）在“健康”领域分别对

3 ～ 4 岁、4 ～ 5 岁、5 ～ 6 岁三个年龄段的儿童提出了安全目标。

1. 3 ～ 4 岁儿童安全目标

（1）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

（2）在提醒下能注意安全，不做危险的事。

（3）在公共场所走失时，能向警察或有关人员说出自己和家长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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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等简单信息。

2. 4 ～ 5 岁儿童安全目标

（1）知道在公共场合不远离成人的视线单独活动。

（2）认识常见的安全标志，能遵守安全规则。

（3）运动时能主动躲避危险。

（4）知道简单的求助方式。

3. 5 ～ 6 岁儿童安全目标

（1）未经大人允许不给陌生人开门。

（2）能自觉遵守基本的安全规则和交通规则。

（3）运动时能注意安全，不给他人造成危险。

（4）知道一些基本的防灾知识。

请你说一说，在家庭婴幼儿安全防护内容中，交通安

全教育和自救安全教育的内容有哪些。

交通安全教育的内容：

自救安全教育的内容：

模块检测

二   早期教育机构婴幼儿安全防护的内容

1. 环境设施安全

（1）室内阳台、平台栏杆的高度必须超过 1.1 米，间距小

于 11 厘米。



10

婴幼儿安全照护

（2）活动室内周围不能堆放婴幼儿可攀爬的物品。

（3）活动室的窗下不放桌、椅、床、低柜等家具。

（4）盥洗室地面应铺防滑地砖或铺防滑垫，水槽和台阶边缘应做成圆角。

（5）室内的大型玩具、运动器械应放在塑料泡沫垫上，室外的滑梯等应放

在塑料草皮上。

（6）婴幼儿的桌椅或家具以木制品为主，边角均应做成圆角。

（7）楼梯应有儿童扶手，台阶边缘应有防滑嵌条，楼梯的宽度可容纳 3 人

并行。

（8）早期教育机构建造和装修使用的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经有关

部门测试无苯、甲醛等才可使用。

（9）室内的插座应安装在 1.6 米以上。

（10）玩具最好是木料、无毒软塑料或橡胶制成的，表面光滑，体积不宜

过小，质量不宜太大。

2. 生活环节安全

（1）婴幼儿在入早期教育机构前一个月内，须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进行全

身健康检查，经检查合格后才能入园。

（2）每日需要做好晨检，检查婴幼儿有无携带危险物品。

（3）在婴幼儿睡眠前，应检查其口腔内有无食物或手里有无不安全物品。

3. 进食安全

（1）采购的食品都要经过验收，符合婴幼儿饮食安全标准。

（2）食品的加工要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

（3）婴幼儿进餐时不嬉笑打闹，不对其催促，也不能硬塞给其吃。

（4）热汤、热菜、热水等不进餐室，应先放在熟食间待温度降到不烫手后

方可端进餐室。

（5）食物在烹调时要做到烧熟煮透，不吃隔夜饭菜，防止食物中毒。

（6）不能给婴幼儿食用整粒的瓜子、花生或果冻、带刺带骨的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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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说一说，在早期教育机构婴幼儿安全防护的内容

中，生活环节安全和进食安全的内容有哪些。

生活环节安全的内容：

进食安全的内容：

模块检测

模块二 婴幼儿安全管理

模块目标

 熟知家庭婴幼儿安全管理。

 掌握早期教育机构婴幼儿安全管理。

 了解早期教育机构安全事故的处理。

模块学习

相关调查表明，我国每年婴幼儿由于安全因素造成意外伤

害的事故较多，因此，有关婴幼儿的安全管理应引起家庭和社

会的广泛重视。

一   家庭婴幼儿安全管理

1. 起居室安全管理

（1）家中的照明设备应充足，避免视线过暗而导致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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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危险。

（2）家中的器具应注意有无锐角或突出物，避免婴幼儿发生意外创伤。

（3）家中的危险物品，如刀具、剪子、药品、清洗剂、漂白粉和消毒剂等

要放置在婴幼儿无法触摸到的地方。

（4）禁止把打火机、火柴随意放置。

（5）禁止在家中种植有毒植物。

（6）禁止乱放化妆品，防止婴幼儿误食。

（7）禁止把玩具随意放在地上。

（8）在给婴幼儿洗澡时，应先放冷水，再放热水，避免烫伤婴幼儿。

（9）在婴幼儿游戏前，应检查游戏场地是否对婴幼儿存在不安全因素。

（10）在没有成人照护时，不要让婴幼儿独自一人在住家外附近或其他地

方玩耍，避免被坏人抱走。

（11）家中摆放的家具一定要结实并固定好，以防家具翻倒砸伤婴幼儿。

（12）电视机应摆放在婴幼儿触摸不到的地方。

学而时习之

误吃药丸的晶晶

晶晶是个 3 岁女孩，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好奇心强，在家里喜欢这

个抽屉翻一翻，那个柜子翻一翻。有一次，妈妈出去拿一个快递，留下晶

晶一个人在家里。就在妈妈离开的几分钟时间里，晶晶不知道在哪个抽屉

里找到一盒药，药丸看起来与糖果十分相似，正放进嘴巴时妈妈回来了，

妈妈急忙用手把晶晶嘴里的药丸掏出来。

练习 1   请你根据上面的案例，说一说晶晶妈妈的做法是否正确。

     正确（  ）  不正确（  ）

练习 2   请你说一说，婴幼儿起居室安全管理的内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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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品安全管理

（1）婴幼儿碗里吃剩的食物要扔掉，不能再给其食用。

（2）不给婴幼儿吃腐烂、变质及过期的食物。

（3）婴幼儿的用餐食具一定要高温消毒。

（4）在给婴幼儿吃鱼或带骨的食物时，要小心鱼刺或骨

刺，避免婴幼儿被鱼刺或骨刺卡住。

（5）不要给婴幼儿食用油炸食物，如油条、油饼、炸糕

等。这类食物经过油炸，营养会损失较多，同时也不利于婴幼

儿消化。

（6）不要给婴幼儿食用坚果类食物，如瓜子、花生等，这

类食物质地坚硬，不容易咬碎，也易误食至气管。

（7）提前给婴幼儿准备的食物，24 小时内不食用一定要冷

冻保存。

（8）给婴幼儿的食物应该无污染。

（9）禁止给婴幼儿食用含防腐剂、添加剂、亚硝酸盐较高

的食物。

（10）婴幼儿的生吃食物和熟食食物要分开进行加工。

（11）婴幼儿在进食时，成人不能与其逗笑或打骂，防止食

物进入气管而导致窒息。

（12）婴幼儿在进食热汤、热粥、热水时，不要将热汤、

热粥、热水放在桌子边缘，以防婴幼儿不小心弄翻，导致被

烫伤。

学而时习之

有惊无险的明明

明明是一个两岁小男孩，因为工作的原因，爸爸需要经

常在外地出差，一去就是 1 ～ 2 个月，平时家里基本上就妈

妈和明明两个人。一天，明明的爸爸出差回来了，明明的妈

妈忙前忙后准备了一桌好吃的饭菜，一家三口吃得十分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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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爸爸长时间没有看见明明，看见明明心里很高兴。当明明还在吃饭的

时候，爸爸开心地与明明逗笑。明明喝汤时，爸爸还在逗明明，明明一笑，

嘴巴里的汤一下就从嘴里喷了出来，还好没有呛到气管里。

练习 1    请你根据上面的案例，说一说明明的爸爸在明明吃饭时与明明逗

笑这一做法是否正确。

     正确（  ）  不正确（  ）

练习2   请你说一说婴幼儿食品安全管理的内容有哪些。

3. 交通安全管理

（1）尽量避免婴幼儿乘坐卡车、摩托车等。

（2）婴幼儿乘坐私家车时，要让婴幼儿坐儿童安全座椅。

4. 玩具安全管理

（1）成人在给婴幼儿选购玩具时，要查看产品外包装上的生产厂家是否为

正规企业、是否有质量合格证等，不要为了省钱到不正规的小摊上购买。

（2）婴幼儿的玩具不能含有细小的零件。

5. 睡眠安全管理

（1）应尽量让婴幼儿与成人分床睡，如与成人同睡在一张床上，容易导致

成人不小心压到婴幼儿，甚至导致婴幼儿窒息或死亡。

（2）对入睡困难的婴幼儿不能摇晃使其入睡，尤其是在婴幼儿哭闹时，摇

晃会使孩子的脑组织与颅骨发生撞击，容易引起脑损伤。

（3）在婴幼儿睡眠时不建议使用床围，此类用品容易导致婴幼儿被缠伤或

被卡住引起窒息。

（4）在 1 岁前，婴幼儿睡眠不要使用定型枕，定型枕的设计是把婴幼儿的

头卡住，不让其翻转，防止睡偏头。事实上，婴幼儿在睡眠时依然会转头，有

可能会被枕头堵住鼻孔，造成窒息。

（5）在婴幼儿睡眠时，床上不要放太多杂物，如玩具等小零件。这类物品

容易被婴幼儿误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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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婴幼儿应仰睡，避免趴睡，以免出现婴儿猝死综合征

的风险。

（7）婴幼儿喝完奶后不能直接进入睡眠，避免奶液流入气

道而导致窒息。

6. 游戏安全管理

（1）在婴幼儿游戏前应先排除游戏设备设施或场地的不安

全因素，如查看一下游戏设备是否有损坏等，避免发生意外

伤害。

（2）应避免让婴幼儿做强度太大的活动，避免扭伤或拉

伤，活动量应由小到大逐渐提高。

（3）在与婴幼儿做互动游戏时，如躲猫猫，不能把门作为

游戏道具，避免婴幼儿手指被夹伤。

（4）在户外游戏时，避免婴幼儿穿开裆裤，以免生殖器官

外露，导致蚊虫咬伤等事故发生。

贴心提示

婴幼儿玩游戏不小心跌倒在地时，成人不能用力猛

拉其一侧手臂，这样容易导致其手臂脱臼。

7. 盥洗安全管理

（1）盥洗室的地面应干燥，避免地面湿使婴幼儿滑倒或

摔伤。

（2）成人在给婴幼儿洗澡时，不能让婴幼儿独自在浴盆里

而无人照护，防止婴幼儿溺水。

（3）洗澡时的水温要预先调好，避免婴幼儿被烫伤。洗澡

时，先在浴盆里倒入冷水，再加热水来调整到适当的温度，温

度为 38 ～ 40 ℃，这样可以避免婴幼儿被烫伤。水量通常达到

浴盆高度的 1/3。

（4）平时要将浴室门关好，防止婴幼儿在无人看管时独自

进浴室而发生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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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提示

在南方，婴幼儿冬季洗澡时如使用电炉取暖，应将电炉放在婴幼

儿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婴幼儿被烫伤。

请你说一说，婴幼儿睡眠安全管理和游戏安全管理的内容有哪些。

婴幼儿睡眠安全管理：

婴幼儿游戏安全管理：

模块检测

二   早期教育机构婴幼儿安全管理

（一）创设安全的环境

安全的环境是保障婴幼儿安全的前提。早期教育机构的场地应选在安全区

域，严禁在早期教育机构内设置威胁婴幼儿安全的危险建筑物和设施，严禁使

用有毒、有害材料制作教具、玩具。

桌椅、玩具架、盥洗卫生用具等设施应适合婴幼儿的身高，其棱角及边缘

部位应进行倒圆或倒角处理。室内物品的摆放要做到科学合理。各个活动室应

设有安全通道、安全出入口，以及消防灭火装置和报警装置。

电源开关或插座应该装在离地面较高处，使婴幼儿不易碰到。房门最好向

外开，关门装置不宜使用弹簧类装置。窗户的高度、栏杆的设置、楼梯的台阶

高度、活动器械的配置等都要符合安全规定，确保婴幼儿使用安全。厨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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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完善，生、熟食必须分开放置和分案板切分。早期教育

机构内的建筑、设施设备、器材等要定期检查和维修。

贴心提示

婴幼儿自我保护意识淡薄，是社会成员中最易受到

伤害的群体。照护者和早期教育机构要加强婴幼儿安全

管理。

（二）加强特殊物品的管理

1. 药品的管理

各类药品应放在婴幼儿触摸不到的地方，剧毒的药品严谨

放置在早期教育机构内，具有腐蚀性的药物一定要专人保管。

保健室的外用药物要随时进行检查，确保药物质量。

2. 消毒剂、清洁剂的管理

消毒剂、清洁剂要放在婴幼儿触摸不到的地方或锁在柜子

里，以免婴幼儿误饮误服而引起中毒。

（三）健全各项安全工作制度

早期教育机构应建立健全房屋、设施设备、消防、交通等

安全防护和检查制度，以及食品安全检查制度、药物安全管理

制度和婴幼儿接送安全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保证婴幼儿的

安全。

（四）开展保教人员安全教育

在早期教育机构，保护婴幼儿安全是保教人员的职责之

一。因此，早期教育机构要经常组织保教人员学习相关安全规

定，提高保教人员的安全意识；要定期对早期教育机构保教人

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保教人员的安全教育能力，掌握基

本的意外伤害急救知识。

（五）树立家园共育理念

家庭是婴幼儿生长的第一个场所，家庭教育对婴幼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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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婴幼儿安全教育中家园合作，家长所提供

的婴幼儿安全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和针对性，可使早期教育机构行使安全教育计

划、实施安全流程更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家园合作既有利于提高婴幼儿安全教育的衔接性，又能提高婴幼儿的自我

保护意识。因此，家长应密切配合早期教育机构的婴幼儿安全教育。

（六）加强相关部门监管

相关政府部门应对早期教育机构的安全工作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发现问题

应责令早期教育机构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安全防范协

作机构要会同卫生、交通、消防等部门实行联合治理。

（七）加强婴幼儿活动监管看护

 在婴幼儿活动前，保教人员要清除各种安全隐患，如检查器械是否安全；

在婴幼儿活动时，保教人员要随时观察婴幼儿的活动反应，不擅自离岗，发现

安全问题要进行及时、妥当的处理。

三   早期教育机构安全事故的处理

当婴幼儿遇到安全事故时，早期教育机构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处理。

（一）婴幼儿方面

1. 及时处理受伤婴幼儿的伤口

在早期教育机构中，当婴幼儿发生安全事故时，保教工作人员要立刻查看

婴幼儿的伤势，并根据伤势做出判断，采取不同的伤势处理方法：若程度较

轻，如表皮擦伤，保教工作人员可自行处理；若伤势严重，如伤口流血、骨折

等，应立刻就近把婴幼儿送往医院处理。

2. 保护好婴幼儿的心理

婴幼儿受到伤害时，往往容易产生恐惧心理，保教工作人员应及时帮助他

们消除恐惧心理，给予更多的抚爱，鼓励他们勇敢面对。若事故是一个婴幼儿

对另一个婴幼儿造成的伤害，保教工作人员千万不要指责伤害者，教育要适可

而止，避免给伤害者造成过大的心理负担。

（二）保教工作人员方面

1. 对保教人员进行精神安慰

任何一位保教工作人员都不希望婴幼儿发生安全事故，当发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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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保教人员的心理负担会过于沉重，甚至出现紧张、焦虑等

情绪。此时，早期教育机构要给予其宽容和理解，使其更好地

释放精神压力。

2. 进行安全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

早期教育机构进行安全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时，要遵循谁

有过错谁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原则，与事故有关的单位与个

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早期教育机构赔偿责任可分为完全

责任、部分责任和免除责任。若纯属婴幼儿自身原因造成伤害

的，监护人应承担完全责任。

3. 进行安全事故的分析和反思

每一次安全事故发生后，相关人员都应总结经验和教训，

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早期教育机构可以组织包括当事人在内

的所有保教人员对事故的经过进行分析，让大家从中找出事故

发生的主要原因，并讨论如何避免事故的发生。这样做的目的

是使保教人员学会反思自己的工作，将“做正确的事”和“正

确地做事”的理念落实在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作失误，

从而减少可避免的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家长方面

1. 及时通知受伤婴幼儿的家长

婴幼儿在早期教育机构内发生安全事故时，早期教育机构

应及时通知受伤婴幼儿的家长，告之真实情况，尊重家长的知

情权。

2. 做好受伤婴幼儿家长的安抚工作

在得知婴幼儿发生安全事故后，有的家长可能会对保教人

员大加指责。不管受伤婴幼儿家长的态度如何，保教人员都

要换位思考，理解家长。早期教育机构应主动诚恳地向家长

致歉，详细地介绍事故发生的经过，做好受伤婴幼儿家长的安

抚工作，与家长交流对婴幼儿的日后护理，协调好与家长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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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拓展

儿童伤害登记表

儿童受伤后，早期教育机构应及时进行登记，表 1-1 为儿童伤害登

记表。

表1-1 儿童伤害登记表   
a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班级：

伤害发生日期：  年  月  日  

伤害发生时间：    ：    （用 24 小时计时法）

当班责任人：                 填表人：

伤害类型：

（1）交通事故

（2）跌伤（跌、摔、滑、绊）

（3）被下落物击中（高处落下物）

（4）锐器伤（刺、割、扎、划）

（5）钝器伤（碰、砸）

（6）烧烫伤（火焰、高温固 / 液体、化学物质、锅炉、烟火、爆竹炸伤）

（7）溺水（经医护人员救治存活）

（8）动物伤害（狗、猫、蛇等咬伤，蜜蜂、黄蜂等刺蜇）

（9）窒息（异物，压、闷、捂窒息，鱼刺 / 骨头卡喉）

（10）中毒（包括药品、化学物质、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农药、鼠药、杀虫剂中毒等，

不含吃腐败变质食物中毒）

（11）电击伤（触电、雷电）    （12）他伤 / 攻击伤

伤害发生地点：

（1）户外活动场  （2）活动室  （3）寝室  （4）卫生间  

（5）盥洗室  （6）其他（请说明 ）

伤害发生时活动：

（1）玩耍娱乐  （2）吃饭  （3）睡觉  （4）上厕所  （5）洗澡  

（6）行走  （7）乘车  （8）其他（请说明 ）  

（9）不知道

a　摘自《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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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发生时和谁在一起：

（1）独自一人  （2）教师  （3）小伙伴  

（4）其他（请说明 ）  （5）不知道

受伤后处理方式（最后处理方式）：

（1）自行处理（保健人员）且未再就诊  

（2）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3）其他（请说明 ）

如果就诊，诊断是： 

因伤害休息多长时间（包括节日、假期及周末）： 天

转归：

（1）痊愈  （2）好转  （3）残疾  （4）死亡

简述伤害发生经过（对损伤过程进行综合描述）：

请你说一说，早期教育机构安全事故的处理办法有

哪些。

模块检测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