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生安全教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生安全教育>>

13位ISBN编号：9787302221371

10位ISBN编号：7302221375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郭凤安

页数：3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生安全教育>>

前言

　　生命无价，安全第一。
　　安全知识——危急时刻能给人第二次生命！
我们不应把它只当作一本普通的书，而应把它当作躲避灾难、保护自己、救助他人的法宝。
　　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灾难像魔鬼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向人类扑来，从2008年年初南
方的冰灾到汶川“5·12”大地震，再到2009年成都“6·5”公交燃烧案，给世人留下了悲痛的教训。
特别是由于人类预防和应对灾难的能力太差，一些小小的安全事件，都会因为安全认识不到位，应急
措施不得力，造成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不仅需要掌握精湛的科学技术，同时还需
要具备丰富的应急安全知识。
探索高校大学生应急安全知识教育，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人
才素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高校是治安相对安全稳定的世外桃源，安全知识教育问题远不如生产经营单
位那样重要，所以，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往往被忽视。
多数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入学教育时，没有把安全教育作为重点，缺少必需的、基本的心理素质培养
与知识技能训练，致使许多学生安全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强。
有的学校虽然开展了大学生安全知识教育，但并没有真正做到，让大学生“知”，同时还应让大学生
“会”，既知晓安全常识又懂得实际操作。
因此，作为高校管理者除了加强校园及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安全管理外，更重要的是要切实开展安
全知识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
，不仅要让学生懂得安全知识，还要让学生在遇到困难危险时能实际运用。
　　大学生安全知识教育是当今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的教育职责所在，还是高校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它既体现了教育的本体功能，又体现了教育的社会功能。
对于学生而言，学生受到了安全教育，提高了安全意识和基本素质，懂得并运用安全知识来维护并促
进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发展；对于社会而言，通过学校安全知识教育，在提高社会个体的应急防范能力
的同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整体应急防控能力，能够有效保障国家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等方面的安全，对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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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生安全教育》是一本集科学性、实用性、新颖性和针对性为一体的大学生安全知识教育的
教材。
《大学生安全教育》共分10章，内容涉及高职高专学生在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安全概述、国
家安全、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大学生网络安全、大学生社会实践安全、心理卫生及心理
健康、食物中毒和常见传染病的防治及自护自救等。
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
高校安全知识教育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生知识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还是大学生自我完善，以及依法治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随着社会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大学生的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大学生安全教育》既可作为高校开设大学生安全知识教育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社会和家庭安全
知识教育的自助读物，适合高校学生、青少年、高等教育管理者以及相关工作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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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开学期间。
开学初是案件的高发时段，同学们返校后大多忙于各项就读工作，且从家中带来的现金多，常因保管
不善而造成财物被盜。
调查表明，54％仓的学生认为开学期间是盗窃的高峰期，27％的盗窃案件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段。
　　（3）临近放假期间。
这个时段学生忙于考试和准备回家，学生的警惕性普遍不是很高，给窃贼造成了可乘之机。
调查显示，20.5％的盗窃案件发生在这个时段，且以贵重物品为主。
　　（4）毕业离校期间。
由于很快要离开母校，走上工作岗位，心情非常舒畅，加上繁杂事务牵扯精力，放松了警惕。
调查表明，35％的学生认为这个时段是自己警惕性最低的时候，盜窃案件中。
8.5％的盜窃分子正是钻了这个时段的空子。
　　（5）上午1-2节课期间。
调查表明，有35％的学生认为这个时间段财物比较容易被盗，同时，实践表明，24％的盗窃案件正是
发生在白天寝室无人尤其是上午1－2节课期间。
这主要是因为学校在这个时间通常安排的是主要课程，绝大多数学生都要去上课，寝室中无人，容易
下手。
同时调查也表明，这个时段的窃贼主要以内部人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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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容新颖。
在内容上吸取了新的知识、新的成果。
摈弃过时不用的旧知识，使教材体现出时代性。
　　深浅度适宜。
在编写过程中，以“够用为度，注重实践”为原则，分散难点，加强重点，力争做到深入浅出。
　　以任务、目标、问题为驱动，加强实践性、可操作性。
教材中设计了大量案例、例题和习题。
在讲解例题、案例的基础上讲解知识点。
　　注重答案，提示，语言通俗易懂，同时提供电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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