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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安全知识手册

一、健康篇：

小心外伤烧烫伤

暑假里，孩子穿衣单薄，肌肤裸露较
多，容易造成磕碰伤和烧烫伤。据了解，
夏季里，外伤和烧烫伤的小患者都比其他
季节要多。万一孩子放暑假时一个人在
家被烫着了应该怎么办？下面介绍一些
处理烧烫伤的小常识。

由热油、热水等造成的小面积烫伤如
未造成皮肤裂伤，应立即脱离热源，并用冷
水冲或用冰块、冷毛巾冷敷20分钟左右，
这样既可以减轻疼痛，又可降低损伤程
度。在烫伤两小时内，最好不要将油性外
用药涂在伤口上，以免阻止热量散发。尤
其要注意的是，如果表皮起泡，千万不要将
泡弄破，以免造成伤口恶化或感染。人们
烫伤后，习惯将牙膏、大酱或酱油抹在伤

处，岂不知这样不但不会减轻症状，而且阻
止了热量散发，会使症状加重。一旦烧烫
伤引起皮肤破裂或伤到眼睛，孩子应立即
与家长取得联系，及时到烧伤专科就医。

家长平时还应教育孩子，万一遇到轻微
外伤，造成少量流血的，应该首先用流水冲
洗伤口，再使用一些外用消炎药，如果外伤
严重，流血较多，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一）饮食卫生

夏季天气热、湿度大，而孩子抵抗力
又相对较低，如果饮食不当很容易引起腹
泻、食物中毒或其他消化道疾病。经了
解，现阶段，已经进入了肠道疾病高发期，
肠道门诊内的小患者时有出现，因此，家
长们应尤其注意孩子暑期的饮食卫生。

在暑假中，许多家长都会事先为孩子做
好午饭，中午孩子自己热一下就行了。不
过，留饭菜也有一定的讲究。家长给孩子留
的午饭最好是当天早上做的，并放入冰箱保
存，最好不要留凉拌菜。过凉的水和食物都
应该让孩子在常温下放5－10分钟再吃，尤
其是在感觉特别热的时候，不能马上吃太凉
的东西。水果一次只能吃1－2个，大盒的
冰淇淋不要一口气吃完。此外，要叮嘱孩
子，吃水果之前要洗净，必要时可以在冷水
中泡半个小时，然后冲洗干净再吃。

此外，暑假期间，一系列的同学聚会
和旅游活动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美味也
诱惑着我们，很容易造成暴饮暴食，损害
身体健康。因此，暑假期间应加强注意，
避免暴饮暴食。

除此之外，还要做到生活规律，放松
心态，做好预防工作，增强抵抗力，少熬
夜，多吃清淡健康食品。对美味佳肴应以
品尝为主，一次不宜吃得过多、过饱。多
吃富含纤维素、维生素的新鲜蔬菜、水果，
以促进胃肠蠕动。同时，更要注意不要随
便吃街边小吃摊上的食物，防止消化道和
肠胃的疾病发生。

（二）药物安全

很多家庭都备有一定量的各类药品，
孩子由于好奇心强，趁家长不在家想方设
法取出来玩弄品尝，吃错药引起严重后果
的事情也时有所闻。家长应事先告诉孩
子药不能乱吃，吃错药物会中毒，然后教
会他们认识一些常用药品，让他们了解药
品的名称、用途以及误吃的危险性，这样
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于那些毒性很
大的药物，要特别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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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家庭烧烫伤小贴士：

1.家中暖壶等高温容器放在高处或孩子不易碰到之处
2.在厨房做饭时，人不离开或关上门，以防止孩子突然闯入
3.做饭时，将热壶把手尽量朝向炉灶后壁，使孩子不易碰到
4.点火用具，如打火机、火柴放在孩子不易取到之处
5.煤气不用时关掉总开关，以防孩子模仿点火
6.孩子不在周围或厨房时，再从微波炉中取出食物
7.盛有热食物的热容器，如电饭煲等，不放在地上和低处
8.电器插座放置高处或加盖，检查暴露在外的电线是否有破损或有

明显暴露
9.用微波炉加热的婴儿食品或奶类，取出后要摇匀并冷却片刻
10.教育孩子不要碰浴缸的水龙头，洗澡时，尽量让孩子远离热水源

二、饮食篇：

食物忌凉宜新鲜

假期里，孩子们外出的机会大大增
加，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他们的交通安
全格外让人担心。孩子们在骑车时被刮、
车辆撞伤的事情时有发生。每年假期，都
会发生一些学生被撞伤、刮伤的交通事

故，虽然一些事故属于意外，并不是孩子
的过错，但如果家长们能在平时注重一下
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这些意外和悲剧
完全有可能避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
天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35-40起，造成很
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因此，我们时
刻要把交通安全记入我们的大脑中，要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过街路要看好红绿灯，
走斑马线人行过道，不闯红灯、不攀越路
中的栏杆、不在街路上穿行，不在街路上
玩耍等。放假期间不单独出游，出游时不
乘超员车辆、破损车辆，报废车辆，要选择
车况好的车辆出行。

三、交通篇：

要记住安全第一

在假期里，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小学生
在街上骑飞车，有时还带人互相追逐，在
自行车道甚至机动车道上钻来钻去，而
且车速很快，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非常容
易发生危险。还有些孩子过马路时不走
斑马线，见到车流缝隙就跑着横穿马路，
有时发现跑不过去，再突然掉头跑回来，
这样的做法都非常危险。

为此提醒广大学生家长，要对孩子加
强交通安全教育，告诉他们横过马路，一定
要走斑马线，如果横过大型路口走到人行
横道中间时，遇到人行横道的指示灯变成
了红灯，千万不要和两侧来往的机动车抢
行，也不要急着后退，而是要站在斑马线内
的黄色三角形框内，这是行人二次过街的

“安全岛”，等绿灯亮了后再过街；骑车速度
不能过快，更不要互相追逐，在没有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强制隔离的马路上骑自行车，
注意不要任意越过白色的标线，如果遇到
前方有障碍，需要借机动车道时，要先注意
观察后方有没有机动车行驶过来，然后再
借道行驶。此外，孩子们还应注意不要在
马路上相互追逐、嬉闹，不要雨天打伞骑自
行车。如果是乘坐公交车，一定要在车停
稳之后，再上车、下车，千万不要图一时之
快，抢上抢下，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四、居家篇：

陌生人叫门不要开

（一）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即便不出门，孩子独自在家，也是一
件让家长不太放心的事。据了解，以前
每个假期都会有歹徒诱骗独自在家的儿
童开门，然后入室抢劫的案件。本报提
示：一些不法之徒往往利用未成年人戒
备不足、警惕性差、容易哄骗的特点，骗
取孩子信任后实施犯罪。所以家长一定
要对孩子加强防范危险的教育，告诉孩
子，独自在家时，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
门。一旦遇到纠缠不清的人，应拨打
110报警。

据介绍，不法之徒通常会用以下方
式诱骗独自在家的孩子开门，如：“我是你
爸爸（或妈妈）的同事，你的家人给你买好
吃的了，让我给你带回来”；“我是你爸爸
（或妈妈）的同事，你的家人出事故了，让
我来接你”；“我是你的亲属，从某地赶来
看你”；“我是看煤气表（水表）的”等。

作为家长，应告诉孩子遇有陌生人
敲门，尽量不要答话，更不要透露自己是
一个人在家的实情，可以用“爸爸正在睡
觉”或是“大人到楼下买菜”等来暗示、吓
退陌生人。即便真的是孩子认识的同
事、邻居或是远房亲属，也应告诉孩子提
高警惕，开门前最好先打电话大声通知
家长，并尽量让门外人听到。

（二）严防不速之客

每到暑假，很多双职工父母不得不把
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这时一定要教会孩
子防范不速之客。每年全国发生的绑架案
中，70％都是撕票的。

要教会孩子父母离开家后就锁好防盗
门，将能够进人的窗子也关好，防止坏人破
门而入或从窗子潜入室内；有人来访，可以
隔着门窗与他对话，千万不能开门；对自称
是修煤气管道、修水表、修电表、修电话的来
人，要先给爸爸妈妈或小区物业管理人员打
个电话，问清情况后才决定是否开门；如果
发现窃贼已经进屋，千万不要惊慌，尽快躲
藏起来或伺机逃走，不提倡与坏人搏斗。

另外，家长还要教育孩子，如果是在独
自外出时遇见不认识的人前来搭话，要提
高戒备，不能吃、喝陌生人给的食物或饮
料，不能跟随陌生人去陌生的地方。如遇
问路者，可以告之大概方向，但不能应其要
求带其前往。一旦发现有陌生人尾随或是
不停纠缠，应迅速走向人多的地方，或是寻
找街头民警的帮助。

五、游泳篇：

防溺水安全常识

通过对少年儿童意外事件进行对比
后发现，溺水成为这些意外事件中的“头
号杀手”。一些孩子贪图方便，直接到河
沟、鱼池里去洗澡，还有一些孩子把河
沟、鱼池等当成天然的游泳池。因为身
边没有大人照看，再加上泳技不佳、安全
意识差，在意外发生后，又不懂得如何自
救，结果酿成悲剧。所以，同学们无论在
游泳池或者海边等地方游泳，一定要有
家长陪同。不会游泳的同学不要独自下
水，会游泳的同学也不能因为逞能而去
深水区或水位很深的地方，以免危险。
到公园或野外玩的同学，也要注意，不
能去河沟、水库等地方游泳。这些地方
不是正规的游泳池，没有完善的保护设
备，也没有救生员。而且，水底情况也
不清楚，在这样的地方游泳非常危险。
暑假期间游泳一定要到正规的游泳池并
有家长或老师陪同，无论水性好坏都要慎
防溺水。

（一）游泳安全要点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也不要到
不知水情或比较危险且易发生溺水伤亡
事故的地方去游泳，更不要私自到江、河、
湖、水库等地游泳。选择好的游泳场所，
对场所的环境要了解清楚。若有危险警
告，则不能在此游泳。

2.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平时

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参加游泳或不要
到深水区游泳。

3.游泳时切勿太饿、太饱。饭后一小
时才能下水，以免抽筋。

4.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动活动
身体，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
身体，待适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镶有假
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呛水时假
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二）游泳溺水自救方法

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溺水者切
莫慌张，应保持镇静，积极自救：

1.对于手脚抽筋者，若是手指抽筋，则
可将手握拳，然后用力张开，迅速反复多
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

2.若是小腿或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
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对侧的手握住抽筋
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
用同侧的手掌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
助抽筋腿伸直；

3.要是大腿抽筋的话，可同样采用拉
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暑假过半，很多孩子已经痛痛快快地玩

了一个夏天。不少家长们的心里却因为假期

的来临，多了好几样操心事儿——自己白天

上班，孩子独自在家，跑出去玩儿遇到交通事

故怎么办？跌伤、磕伤怎么办？即便孩子待

在家里，又担心孩子会不会玩火？能不能触

电？遇到陌生人敲门孩子会不会应付……总

之，到了假期，孩子们的安全就成了家长最挂

心的事儿。为了提高家长、孩子的安全防范

意识，减少安全隐患，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让

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暑假。

本报特为大家提供了“暑期安全手册”，希望能

帮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而安全的假期。

编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