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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大学是人们追求知识，完善自我，实现理想的殿堂。
大学生的健康和安全政府关注、学校关心、师生关切，确保大学生生命财产安全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
和学校的重要任务。
　　多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大学的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安全。
各高校不断加强校园安全防范体系建设，努力为师生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然而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随时可能
会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危及人们的安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校园内，同学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方式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受到校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涉及大学生的各种安全事故和案件也时有发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
于大学生的防范意识不强，缺乏必要的安全常识所造成的。
这就要求大学生必须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技能，有效避免危险的发生，不断
提高在危险中自护自救和救助他人的能力。
　　为了切实增强大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安全保护能力，多年来，我省高校致力于组织丰富多
彩的安全知识宣传教育、防范技能培训和逃生演练等活动，并积极推动开设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
由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高教保卫学会组织编写的《大学生安全知识》，针对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
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正确的应对措施。
希望同学们认真学好、用好这本书，通过学习和实践，树立自护自救观念，形成自护自救意识，掌握
自护自救知识，提高自护自救能力，在遇到问题时能够果断正确地进行自护自救，机智勇敢地应对各
种异常情况或危险。
　　祝愿每一位大学生都能平安顺利地完成学业并健康成长、成才。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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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正确的应对措施。
希望同学们认真学好、用好这《大学生安全知识》，通过学习和实践，树立自护自救观念，形成自护
自救意识，掌握自护自救知识，提高自护自救能力，在遇到问题时能够果断正确地进行自护自救，机
智勇敢地应对各种异常情况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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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学生遭受侵害及违法犯罪的问题时有发生，本不该发生的一些悲剧反复重演，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对已经发生了的问题熟视无睹，没能从中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大学生要确保安全，就要善于总结吸取安全方面的经验教训，做到吃一堑、长一智，使侵害大学生的
悲剧不再重演。
大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应如何吸取安全方面的经验教训呢？
主要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善于向实践学习一切真知都源于实践，一切宝贵的安全经验教训都是对实践的总结，大学生要获
得安全真知，就必须向实践学习，必须认真吸取学习、科研和生活中安全方面的经验教训。
大学生如何向实践学习呢？
　　（一）关注实践中的安全信息　　要关注安全方面的信息，就要克服忽视安全和对实践中发生的
各种不安全信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问题。
大学生的视野和接收的信息应更加宽阔，使自己思想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特别是在目前社会治
安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更应如此。
大学生可通过安全课、各种媒体（电视、广播、网络、资料等）的安全宣传自己的耳闻目睹等了解安
全方面的信息。
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主观更加贴近客观实际。
　　（二）善于接受实践中安全方面的经验教训　　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实践中安全方面的经验教训
，都应认真对待、正确借鉴。
安全知识的积累，自我安全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对实践中安全方面经验教训的吸取，从安全的经验教
训中获得安全知识是向实践学习的最好捷径。
　　（三）克服自己学习上的片面性　　纠正自己只注重专业学习而忽视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的提高
，特别是要纠正忽视学习现实生活中安全方面鲜活经验教训的片面倾向。
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聪明的人可贵之处是发生问题后，能及时总结经验，接
受教训，不犯两次同样的错误，避免问题的重复发生。
因此，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是一个人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增加智慧变得更加聪明的关键。
大学生如何总结安全方面的经验教训呢？
　　（一）对隐患.进行前瞻思考　　用事物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思考可能引发问题的矛盾和因素、带
来的危害和后果，总结出隐患给我们预示的教训和警示，做到叶落知秋，防患于未然。
（二）对各个案，进行具体思考　　从各个案的实际出发，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俗话说，世事洞
察皆学问，每个问题的发生都是综合矛盾体的激化。
通过具体分析，找出各个案发生的背景、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危害，总结出今后自己应吸取的主要经
验教训。
　　（三）对普遍问题，进行系统思考　　特别是对于生活中经常大量反复发生的一些不安全问题，
要进行深刻全面系统的思考。
从各个案的特殊矛盾人手，通过特殊性认识普遍存在的不安全问题，找出不安全问题发生的规律，总
结出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和问题成为正确的先导，才能使失败变为成功之母，才能吃一堑，长一智，甚
至自己不吃一堑，通过他人的教训也能长一智。
使我们在以后的安全防范中更加自觉。
三、克服自身影响吸取经验教训的障碍一个同学能否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还取决于自己素质的高低
和觉悟程度。
一些不安全的问题发生后，很多时候并不是不清楚应该怎么做或不该怎么做，往往是由于自身存在的
一些缺点，影响自己对经验教训的接受。
同学中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自以为是　　问题发生后，不能认真冷静地思考问题为什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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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自己应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而是盲目认为发生问题的学生太傻太笨，觉得这些问题根本不
会在自己身上发生。
　　（二）鲁莽行事遇到问题，特别是遇到一些自己比较气愤的问题时往往不能冷静理智、三思而后
行，而是怒发冲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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