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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社会，突发事件频发，需要我们加强应急管理和危机处理能力。儿童的安全是一切发展的保障，

因而儿童安全教育迫在眉睫。本文旨在探讨在小组工作中小学生应急安全教育的应用及其效果。通过实

践研究，发现小组工作能够有效提高小学生的应急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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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emergencies occur frequently, and we need to strengthen emergency manage-
ment and crisis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Children’s safety is the guarantee of all development, so 
child safety education is urg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emergency safety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group work. Through practical re-
search, it is found that group work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mergency safety aware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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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escue and self-protection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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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地震、山体滑坡、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这些极端环境现象在向我们

传达一个讯息：保护环境迫在眉睫，警示我们必须尽快找出降低这些自然灾害发生的有效途径，以及如

何在灾害降临时保护好自己，尽量减少人身财产损失的方法。同时，少年儿童面对突发情况的自我安全

意识和应对能力需要提升。 
通过开展此类小组活动，让高年级学生切身认识到多类灾害的可怕，从而唤醒大家的安全、环保意

识，通过力所能及的小事来减少其发生的可能性。普及各大灾害的预防知识和相关逃生技巧，尽量帮助

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社工设计安全教育小组，从学校层面、学生层面、社会层面分析

安全教育需求，以期通过帮助学生树立和强化安全意识、尊重和珍爱生命，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从而培养孩子们的自救自护能力。 
(一) 学校层面 
目前大部分学校有宣传安全教育的知识，但没有相应的专业人员进行具体防灾减灾的讲授，只能偶

尔请校外人员进行不够持续且不全面的安全教育。为展开专业性、全面性的防灾减灾授课，需要通过第

三方组织进行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小组工作。 
(二) 学生层面 
由于小学生年龄较小，所认知的安全知识比较少，安全意识也较为薄弱，再加上所接受到的安全教

育不够全面，从而对自身所处环境中的安全隐患认识不足，安全防范的能力也不足。如何有效提高学生

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知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 社会层面 
自然灾害、火灾事件等一直是社会上危害少年安全的高发事件。大量的报道中，少年缺少必要的安

全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极易发生意外。为预防、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展开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小

组活动是较为可靠的方式之一。 

2. 研究计划 

(一) 服务目标 
1、总目标：通过开展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小组，帮助小组组员学会基础的防灾安全知识，以点带面，

让他们能够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自我防护和帮助他人，并让组员将所学知识传授给身边的同学、朋友、

家人，用生命影响生命，真正实现自救、互救。 
2、具体目标： 
首先，帮助小组同学树立校园安全主人翁意识，培养正确的应急技能和应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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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帮助小组同学学会如何应对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情况； 
再者，帮助小组同学学会如何应对台风、暴雨、溺水等情况； 
最后，帮助小组同学学会如何应对火灾、如何正确安全用电。 
(二) 运用原理 
1、活动理论 
“活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式，是人类与周围客观事物交流与改造的过程，是人类完成对

客观环境认识和需要的目的的过程。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行为，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过

程。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学习就是学习者的劳动，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完成学习活动即是对认识需要

的获得与对外界环境的改变。所以在活动理论中对于教学范畴而言，“活动”即教与学过程中行为总和，

是学生对知识认知与技能发展的总和(王薇，2022)。 
2、事故致因理论 
事故致因理论是描述事故原因的定义，事故原因间、事故原因与事故间相互关系与作用过程的理论。

事故致因理论在分析事故原因、掌握事故的发生发展规律、制定事故预防对策、规划安全学科发展等安

全工作的各个方面中，都是最重要的基础理论支撑(刘保华等，2023)。 
根据事故致因理论，要想预防事故，通过某种信息交流方式告知人们危险的存在或发生；其次则是

要求人在感知到有关信息后，正确理解信息的意义，即何种危险发生或存在，该危险对人会有何种伤害，

以及有无必要采取措施和应采取何种应对措施等。安全教育是事故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 
3、增权赋能理论 
赋权增能概念由“empowerment”一词翻译而来，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理论之一。美国《社会工作词

典》中赋权增能的解释为：“帮助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提高个人的、人际的、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

能力，从而达到改善自己状况的目的的过程”(王英，谭琳，2011)。现今，赋权增能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社

会工作实务当中。 
赋权增能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工作组织的实务当中，本研究将其运用到应急教育相关服务的研究

当中。赋权增能理论的应用主要包括个体层面、人际交往层面、社会参与层面三个层面的赋权。在个体

层面，通过应急安全教育的提供、能力的提升，个体能够从活动的被动方转变为主动方，以此来获得真

正地成长。 

3. 服务过程 

(一) 小组前期：第一节 首次学习 防震减灾 
今天是首次展开小组活动，首先进行了“自我介绍”、“直呼其名”了解彼此。在自我介绍环节，

先是由主持人介绍自己、此次活动的目的、主题和内容，再是组员之间相互认识，并通过游戏“直呼其

名”让组员迅速熟悉起来。 
在活动开始前社工分发防震减灾的宣传册，之后便开始了今天的活动。今天主要是进行地震、泥石

流等多发性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讲解。讲解员用 PPT 的形式图文并茂地给组员讲解地震、泥石流等多发

性地质灾害的详细内容，并且为了课堂内容的生动性，还配有相应的视频。社工负责协助讲解员授课、

拍照，并向组员演示、纠正地震时的自我保护手势。 
在课程快结束的时候，红十字会的老师向组员们演示了一些基础伤情的简单包扎方法。社工和组员

一同进行了这些包扎方法的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也渐渐增进了彼此的距离。此次小组活动，对于小组

队员们有了初步的了解。大家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既学到了内容，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二) 小组中期：第二节 如何应对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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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校园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小组的第二节活动。在授课之前讲解员和同学们回顾了上一节课地震、

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相关内容。之后，社工给学生分发了预防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宣传册，之后便

开始了今天的课程。 
今天主要和学生共同进行台风、暴雨、溺水等紧急情况的防灾减灾学习。讲解员用 ppt 的形式图文

并茂地给组员讲解台风、暴雨、溺水等紧急情况防灾减灾的详细内容，并且为了课堂内容的生动性，还

配有相应的视频。社工负责协助讲解员授课，并向组员演示了溺水时如何自救、救人。同时，活动的负

责老师也和应急社工商讨如何建立一个具有特色的防溺水主题站，专业人员认为可以在防溺水体验站设

有播放防溺水短片的显示器、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绳、救生杆(并配有使用方法的讲解)等专业器材。 
(三) 小组中期：第三节 预防火灾 用电安全 
开展校园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小组的第三节活动。在授课之前和同学们回顾了上一节课台风、暴雨、

溺水防灾减灾的相关内容。 
在活动开始前，社工给学生分发了预防火灾的宣传册，之后便开始了今天的课程。今天主要是和学

生共同进行预防火灾、用电安全等特殊情况的应对学习。讲解员用 PPT 的形式图文并茂地给组员讲解预

防火灾、用电安全等防灾减灾的详细内容，并且为了课堂内容的生动性，还配有相应的视频。学生们都

很认真地学习相应的内容，并在活动结束前夕分享自己的所学所得。 
(四) 小组后期：第四节 模拟演习 分发礼物 
开展校园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小组第四节活动，这也是此次活动的最后一节课。今天恰巧也是“防灾

减灾日”，小组的主题与节日的主题也很契合。在演习之前回顾了预防地震、火灾等的相关内容。关于

相关内容的提问，组员回答得快速又准确，可见他们对此次活动的用心。 
今天的活动内容首先是复习、巩固此前学习的防灾减灾知识，然后兵分两路进行会议室地震演习、

室外防火灾演习。两位社工、六名同学到室外进行防火灾演习。活动现场配有易燃的木头、铁桶、柴油

和干粉灭火器等道具。讲解员首先向学生讲解了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向学生们演示了灭火器的使

用方法。同学们按照步骤依此完成了演习。 
演习结束后，全员返回校内的会议室。社工们给参与小组活动的组员们发放了“校园小卫士”马甲

和急救包，学生们都很开心能够收到这些礼物，并且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表示希望再有此类活动。学

生通过模拟灾害情况实践更能身临其境，更能培养校园安全意识，这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小组活动。 

4. 服务评估 

(一) 过程评估 
在小组的开展过程中，组内关系分为建立期、熟悉期、信任期及分离期四个阶段，社会工作者分别

扮演不同的服务角色，从知识的分享者，到沟通协调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建立了稳定的服务关系。组员

在小组开展过程中，通过破冰游戏和契约的确定，迅速从关系建立阶段逐步发展为信任期阶段。 
社会工作者需要观察评估组员在整个小组过程中的投入程度和表现。小组组员们积极配合社会工作

者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性高，遵守小组规范和契约，踊跃回答小组中的问题，关于防震、防台风、防

火灾等知识的问答都能快速且正确地回答出来。在小组知识学习中，组员们都积极认真地学习防灾减灾

知识，并且共同认真对待模拟实践。在每次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小组组员都进行了所学知识的分享和

自己的经验交流。四节小组活动下来，每节参与者有 20 人，小组初具影响力，并达成了一定的成效。 
(二) 效果评估 
本次小组活动共设计有 4 节，共有 20 位五年级在校生参与，服务展开共 4 次，获得参与组员的一致

好评。通过 4 节小组活动，组员了解并巩固了自救、互救、预防安全隐患等知识；小组活动中，通过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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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等形式教学，增强了小组成员正确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提高了他们在灾害事件中自我保护和求

助逃生的基本技能；小组组员的自我安全意识在小组互动过程中也得到了加强，能够理解安全教育的意

义，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念。 
此外，通过服务后的访谈可知，组员对本小组活动较为满意，认为小组的活动有趣生动，又具有实

用价值。活动选定的服务对象均为班级里学习能力较强的同学，可以再在学校–家庭–社区中发挥作用，

促进更多层面防灾减灾意识的构建。 

5. 研究反思 

(一) 尊重个体意愿 
社会工作当中的个别化原则体现对个人的尊重，把人看成是唯一的不同的实体，因此人们应该受到

不同的对待。社会工作者应当尊重服务对象的个体差异，不应当使用一般或统一的服务方法回应他们的

独特需要。在小组服务前期，社工需要充分尊重每个组员的意愿，了解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防灾减灾授课

形式，收集他们的意见反馈给讲解员。在今后的服务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服务对象的个体意识、个体

情绪，努力避免在教育小组活动中出现照本宣科、教条化的问题。 
(二) 注重和老师的交流 
在小组服务过程中，学校的老师也会参与其中。在活动间隙、活动结尾也会和老师交流，了解学校

和学生的所需所求，并尽量提供相应的帮助。老师是学生在学校接触最多的人员，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

把握每一次与老师交流的机会。只有老师们与社工们接触多了，他们才能更加真切地知道在学校里社会

工作者能够如何配合他们、如何与他们合作开展好学生的工作。有关这次安全教育小组工作，还需更多

了解校方、老师对于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诉求，并以合作者的身份共同促进小学生安全意识和防灾减灾

能力的提升。 
(三) 关注学校–家庭–社区联动 
“学校–家庭–社区”联动模式即通过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协调配合，形成以学校为基础与依托，

以家庭为核心，以社会为导向的三方合力。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家庭的希望。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本次活动主旨是帮助在校学生了解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预防灾害、在灾害来临

时如何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增强自己面对应急事件的信心，促进带动家庭、社区的全民安全宣传教育。 
(四) 关注防灾减灾长效机制建设 
宏观层面的防灾减灾救灾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既要将防灾减灾意识纳入到建

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中，最基础的安全疏散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的设计是必须具备的。整个应急体系的建

设同时也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和助力，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共同应对突发情况。在防灾减灾的工作

当中，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地与各方联动，共同推动防灾减灾长效机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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