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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安函〔2024〕8号

关于印发《2024年春季学期江苏省
中小学校安全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以及省委、省政府有关学校安全工作的部

署要求，切实保障广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现将《2024年春季

学期江苏省中小学校安全工作指引》印发给你们，请各设区市教

育局督促指导属地中小学校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全力防范

各类校园安全事故，确保教育系〓安全稳定。

省教育厅

2024年 2月 28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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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季学期江苏省中小学校安全工作指引

月份 重点防范内容和主要措施

二月

1. 组织开学安全专项检查。开学前， 对学生宿舍、

食堂、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食品库、锅炉房等场所

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完善人防、物防、技防建

设， 确保新学期安全平稳开学。

2. 防范开学心理危机。开学前后， 通过电话了解、

当面交流、班组交流等方式， 掌握学生心理状况， 指导

学生以积极心态回归校园， 引导家长提升安全意识， 避

免因做作业、玩手机等问题引发亲子冲突。开学一周内

召开班会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一周内不组织任何形式的

考试。

3. 上好“开学第一堂安全课”。开展以消防安全、交

通安全、食品安全、防欺凌、防侵害、防溺水、防诈骗

等为重点的安全教育， 结合节前多地发生的消防安全事

故， 扎实开展安全警示教育。

4. 组织校园安全应急演练。积极联合属地消防等部

门， 组织全体师生职工开展以消防安全为重点的安全演

练活动， 强化应急自救、火灾扑救等业务培训和技能训

练， 切实提升疏散逃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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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1. 持续整治安全隐患。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行动， 抓好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 紧盯排

查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闭环整改， 挂账销号。

2. 加强春季心理调适。针对春季各类心理问题高发

的特点， 根据学校实际， 全面或部分开展学生心理健康

情况监测工作， 注重观察学生情绪异常变化， 月底前完

成学生心理档案动态更新， 健全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安排成长导师， “一生一案”做好

心理疏导。

3. 抓好校园治安防范。加强全国“两会”期间校园安

全巡查管控， 化解整治校内外各类矛盾及隐患， 严防个

人极端行为冲击校园、伤害师生； 联动公安、市场、文

化等部门开展校园周边综合治理， 加强上学、放学期间

安全防控， 维护上学、放学秩序； 会同公安、交通运输

部门加强校车安全管理， 打击非法接送学生车辆。

4. 防范校园食品安全风险。持续深化食堂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 开展学校食堂全流程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重

点纠治食品原料查验执行不严格、加工场所设施设备陈

旧老化、食品餐具清洗消毒不细致、从业人员管理不规

范等问题。

5. 做好防电信诈骗教育。结合“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

育日”， 通过主题班会、案例警示、发放宣传单等形式，

提醒学生和家长增强防范电信诈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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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 做好春季防火工作。加强校园重点部位消防安全

管理， 开展春季防火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 禁止学生宿

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私拉乱接电线； 禁止出现电脑、

充电宝、充电器插头等人走未断电危险情况； 严禁电动

车违规充电； 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2. 加强校外活动安全管理。开展春游、校车等安全

管理专项治理工作， 加强学生春游和社会实践活动等集

体外出活动安全管理， 落实审批制度， 强化过程管理，

严防发生交通等安全事故。

3. 跟踪掌握学生心理状态。重点关注学生期中考试

前后敏感期心理状态， 结合主题班团队会等开展学生生

命教育和挫折教育， 加强重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

危机干预， 对重点关注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帮助， 防范极

端行为。

4. 扎实开展安全教育。围绕“4·15国家安全教育日”，

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专题宣传教育， 增强师生员工

的国家安全意识。结合五一长假， 组织节前安全专题教

育， 提醒学生及家长加强假期安全防范， 确保假期安全。

5. 强化实验安全管理。加强中小学学生实验安全教

育， 严格落实实验室及危化品管理制度， 细致排查实验

室安全风险隐患， 防范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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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1. 加强五一长假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领导带班、重
要岗位 24小时值班制度， 加大校园及周边安全巡查和处
置力度， 加强校园安全管理， 及时排除各类安全风险，

有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2. 强化心理问题防范。重点关注五一假期及返校后
学生心理状态， 加强假期家校沟通， 帮助学生开展心理

调适。针对家长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普及课。以“5·25”
学生心理健康日为契机， 广泛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宣传、

咨询等服务。

3. 做好夏季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夏季天气炎热潮湿，
各类食物食品易变质腐烂， 校园食品安全问题易发多发，

对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隐患的区域和环节进行监测排查，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隐患。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个人卫

生科普宣传， 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4. 加强防溺水、防欺凌教育。天气逐渐转热， 学生
溺水事故风险增加， 加强防溺水教育， 严防发生学生溺

水事故。开展校园防欺凌专项排查， 完善常态化校园欺

凌预防机制， 开展法治教育和防欺凌教育， 制定完善校

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5. 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配合市场监管、公安、
文旅等部门， 对校园周边“小饭桌”、商业摊点、娱乐场
所、网吧和“剧本杀”“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进行规范整
治， 及时查处影响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各类用品， 切实

净化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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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1. 严格校园安全管理。防范高考中考相关的安全稳

定事端和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引发的安全稳定事件。严格

校门安全管控， 严防个人极端行为冲击校园、伤害师生；

做好学生文明离校教育， 防范打架斗殴等治安案件发生。

2. 全力做好防溺水工作。针对天气转热， 学生溺水

事故风险增加的实际， 多渠道、多平台、多形式、全覆

盖开展防范溺水教育， 联合水利部门加强重点水域安全

巡查排查， 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严防学生溺水事

故发生。

3. 加强心理危机干预。重点关注考试季学生心理状

态， 重点防范学生心理问题。通过“给父母一封信”“父母

信箱”“亲情包裹”等方式， 畅通家校沟通， 为中高考的学

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减压服务， 缓解家长与学生的焦

虑心态。暑假前， 各班级要通过班会等形式， 引导学生

注重身心健康， 安全度过暑假。

4. 积极开展汛期应对工作。关注极端天气和自然灾

害预报， 深入做好汛前检查， 完善各类预案， 严格落实

各类应对防范措施， 妥善做好极端天气、地质灾害等自

然灾害的应对工作， 确保学生安全和校舍安全。

5. 严密组织安全教育活动。结合学校实际， 围绕国

家“安全生产月”、“6·26国际禁毒日”， 广泛开展安全生

产、禁毒、饮食卫生、防传染病等专题宣传教育活动，

不断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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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1. 加强暑期校园安全管理。开展一次假期校园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紧盯消防安全、燃气安全、实验室

危化品安全、校舍建筑和施工安全等重点领域， 深入排

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利用暑假窗口期， 加

强安全设施设备升级建设。同时加强暑假值班值守， 全

力保证校园安全稳定。

2. 扎实做好防溺水工作。积极协调推动相关部门发
挥好河湖长制作用， 全面加强辖区水域安全监管， 开展

常态化巡查， 坚决制止学生私自下水游泳玩耍， 确保重

点水域重点时段要做到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 扎实

做好溺水救援和处置工作。

3. 科学合理安排假期活动。学生每天书面作业不得
高于平时要求， 提倡布置适合学情的活动性、实践性、

探究性的作业， 鼓励引导家长带学生到校外研学基地参

与活动。提醒家长理性看待、慎重选择夏令营和校外培

训， 防止发生侵害学生合法权益、危害身心健康事件。

4. 加强暑假安全教育。放假前， 面向全体学生开展
专题安全教育。对溺水、火灾、交通事故、食品中毒、

自然灾害、网络沉迷、诈骗、欺凌和性侵等易发事故进

行针对性提醒。暑假期间， 通过家校通、微信群等加强

安全警示提醒， 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责任， 建立良好的亲

子关系， 关注孩子心理健康， 严防发生各类意外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