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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前两天那个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小学生的心中偶像”、“大爷大妈的守护人”、
“说歌谣的警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导王大伟教授来到了省科
协举办的第五期陕西科普大讲堂，围绕幼儿园风险预案管控问题及幼儿园小学安全教育
带来了一场实用、生动的讲座。

儿童安全重在预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走进陕西科普大讲堂

没有孩子时，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希
望自己将来的孩子能聪明漂亮人见人
爱。有了孩子后，很多人又会想，只要孩
子能健康平安地长大就是最大的福分
了。虽然谁都知道成长的过程中充满了
不确定因素，但人们在没有面临生与死
的威胁时，似乎感受不到生命与保护生
命的重要性。但当真正遇到危险，需要
自我保护的时候，往往却又来不及了。
所以，要培养孩子从小就学会自我保护。

有些家长可能会认为，儿童安全不

需要从小开始教，等他大了再说吧。从
小给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告诉他身边有
大灰狼的话，孩子就会心灵扭曲，就会
害怕，在这里要强调，这种观点是不正
确的。

儿童安全教育可以做，就是吓唬吓
唬他。比如说领孩子到外面去玩，在超
市里玩，或者公园里玩，突然让他找不着
爸爸妈妈，吓唬吓唬他，他就长记性了。
这种行为也不好，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
产生不良的刺激。

“多年前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
口的那场凶杀案，血腥的55秒注定成为
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黑色记忆。我们
预防不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但是
他实施犯罪的条件是可防的，如果没有
那么多孩子聚集在校门口，如果孩子接
受过安全教育、逃生训练……”王大伟
说，曾经编过的一个童谣：小老虎会撕
咬，小山羊敢顶角，坏蛋问我不知道，敢
骗坏人赶快跑。可是遇到突发事件时折
射出的是缺乏训练的孩子不会跑，这些
孩子的防范意识几乎等于零，应对突发
事件的能力几乎为零。

首先，来说说孩子的自我安全防
护教育。孩子在小的时候家长就应该

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安全教育了，比如
在孩子 3岁的时候，或者更小一些，他
能听懂的时候。但只是很少有家长们
做这样的“功课”，因为他们对安全教
育的认识普遍存在误区。王大伟举例
说，有一位女大学生给孩子们进行安
全教育，她摸着一个小女孩的头说，

“姐姐告诉你一句话要记牢，小裤衩小
背心不许别人摸。”小女孩的妈妈当时
就急了：“你教我女儿这个干什么，多
不吉利多恶心，你应该教她床前明月
光。”王大伟表示，请一定要告诉孩子，
这世界上有鲜花、有爱，但也会有大灰
狼。这两个教育不能偏颇，既要有爱
心教育也要有防范教育。

现在教孩子最主要的是平安，那么
怎么教他们才能够平安呢？王大伟教
授说，要保护好自己，必须得自己用心，
这就要做到“心防”第一，记住五福捧
寿。所谓五福捧寿，是指“一个观念”、

“四个要素”。“一个观念”：心防；“四
个要素”：时间、空间、氛围、技能。

“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心防。家
里头要不要安防盗门呢？要安，家里
要不要安外面那个窗的栅栏呢？要
安，但是最大的防范是脑子里的防范，
叫心防。这是我们古代的画叫五福捧
寿，五个点字中间一个寿字。

“四个要素”首先一个是时间，什

么时候犯罪率高。有句话说，“平平安
安三月三，四月五月往上蹿，夏天多发
强奸案，冬季侵财案件多。”其次是空
间，针对小学生的侵财空间高发区域
为上学放学的路上，教室内外，校园附
近的小卖店、游戏机厅等等。对这些
区域，应教育学生提高警惕。还有一
个叫氛围。我们提出一个叫警惕性的
公式，警惕性与信任程度和熟悉程度
是成反比的。晚上在大街上走，看到
迎面走过来一个生人，你吓得哆哩哆
嗦的，要是迎面走过来一个熟人，你可
能心理就放松了。可是经研究，强奸
案60％是发生在熟人之间。

孩子几岁开始进行安全教育

接下来，再来看看学校的预案。王
大伟说，首先，学校预案不应是事后反应
而是事先防控，可是我们现在所有中小
学预案，很少有事前的预案，都是事后的
反应；第二，预案绝不是印好的一摞文
件，那是毫无用处的，预案必须放在每个
学生的心里；第三，自救自护不是知识，
而是一种技能。技能具有操作性，比如，
我们教给孩子遇到突发事件拔腿就跑，
遇到火灾弯着腰跑、捂着嘴跑等等，这都
是技能。学校重视安全教育，关键时刻
挽救的是生命。

王大伟说，最关键的还是“心防”，
在这个问题上，校长们要学会害怕，几
百上千个孩子都由你管着，你敢不害怕
吗？校长们要做到警之于先，察之于
后。对于意外事故，主动先防比事后快
速应对更重要。比如四川桑枣中学的
校长叶志平平时就注重在学校里进行
安全疏散教育，在汶川大地震中，周围
的学校都是房倒屋塌，学生死伤惨重，
但桑枣中学没有一个学生受伤。这归
功于学校平时的紧急疏散演练，这就是

警之于先。
比如说，有的叔叔阿姨问，小朋友，

你带我去找小狗吧，你就说不。小朋友，
那你告诉我路怎么走，要说不。为什么
呢？要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上一定要
有爱心，我们一定要帮助其他的人，但是
我现在很小，我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我
可以先让爸爸妈妈去帮助，长大了再去
帮助别人。这个要两方面说，一个要树
立爱心教育，但是另一方面要告诉孩子，
现在没有责任，没有能力，等到长大有能
力再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具体在家里面就要让孩子们学会一
条，学会说不。两三岁就要学会，就是和
陌生人说不，比如一开始我们教小朋友
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跟你说有
什么用？”这个不礼貌，那么我们第二步
就要礼貌地说不，小朋友你叫什么呀？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这个就是礼貌
说不，还有第三步叫幽默说不，小朋友你
叫什么呀？“我爸还没给我起名呢，他很
忙”，这就属于幽默说不，这是我们教孩
子的小的基本功。

学校预案应该是事先防控

牢记“五福捧寿”这个护身符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
提到，幼儿应具备基本的安全知识，自
我保护能力，培养其终身受益的生活
能力和文明生活方式。安全是铸就孩
子一生健康的关键点，提高幼儿的生
存质量，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问
题，王大伟说，他的梦想是每个孩子都
能人手一本安全教育手册，遇到侵害
能够自助自救。三秦都市报记者梳理
了王大伟教授编写的十首安全童谣。

童谣一：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
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边
小朋友。

童谣二：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
门不应答。问路送奶查电表，决不开
门我当家。

童谣三：小白兔，上学校，见生人，
有礼貌。不说话，笑一笑，蹦蹦跳跳快
走掉。

童谣四：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

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男孩女
孩都知道。

童谣五：小小秘密藏心里，谁也不
会告诉你。坏人要是欺负你，告诉妈
妈要牢记。

童谣六：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
敢顶角。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
赶快跑。

童谣七：火灾来了拔腿跑，弯腰捂
嘴向下逃。 逃跑不能坐电梯，危险挥
手大声叫。

童谣八：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
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
跑莫迟疑。

童谣九：红灯停，绿灯行。遇到黄
灯不抢行。先左后右看一看，一定要
走斑马线。

童谣十：骑车避免上马路，不许撒
把与攀扶，打闹追逐危险多，人多转弯
要减速。

儿童十首安全歌谣

“我的梦想就是，每个孩子都能人
手一本安全教育手册，遇到侵害能够
自助自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中提到，幼儿应具备基本的安
全知识，自我保护能力，培养其终身
受益的生活能力和文明生活方式。安
全是铸就孩子一生健康的关键点，提
高幼儿的生存质量，已经成为整个社
会关注的问题，近期，王大伟工作团
队将在陕西开设儿童安全辅导员系列
认证课程，让安全辅导员团队成为传
播安全教育的种子。同时，针对幼儿

园园长及中小学校长层面，王大伟教
授也会开设系统风险预案及管控实操
课程，使校园管理层面真正做到心中
有预案，解决有方法。通过系统的安
全知识体系传播，会让陕西的幼儿园
儿童、中小学学生学会初步的安全知
识、从小筑牢安全意识、学会安全自
护的方法，学会对生命的珍爱。依托
家园共育、家长安全大课堂的方式，
让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让一个家
庭影响整个社会，让全社会都来关注
孩子的安全健康。 本报记者王嘉

让每个孩子都有本安全教育手册

儿童安全教育的几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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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前两天那个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小学生的心中偶像”、“大爷大妈的守护人”、
“说歌谣的警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导王大伟教授来到了省科
协举办的第五期陕西科普大讲堂，围绕幼儿园风险预案管控问题及幼儿园小学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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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重在预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走进陕西科普大讲堂

没有孩子时，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希
望自己将来的孩子能聪明漂亮人见人
爱。有了孩子后，很多人又会想，只要孩
子能健康平安地长大就是最大的福分
了。虽然谁都知道成长的过程中充满了
不确定因素，但人们在没有面临生与死
的威胁时，似乎感受不到生命与保护生
命的重要性。但当真正遇到危险，需要
自我保护的时候，往往却又来不及了。
所以，要培养孩子从小就学会自我保护。

有些家长可能会认为，儿童安全不

需要从小开始教，等他大了再说吧。从
小给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告诉他身边有
大灰狼的话，孩子就会心灵扭曲，就会
害怕，在这里要强调，这种观点是不正
确的。

儿童安全教育可以做，就是吓唬吓
唬他。比如说领孩子到外面去玩，在超
市里玩，或者公园里玩，突然让他找不着
爸爸妈妈，吓唬吓唬他，他就长记性了。
这种行为也不好，会对孩子幼小的心灵
产生不良的刺激。

“多年前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
口的那场凶杀案，血腥的55秒注定成为
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黑色记忆。我们
预防不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但是
他实施犯罪的条件是可防的，如果没有
那么多孩子聚集在校门口，如果孩子接
受过安全教育、逃生训练……”王大伟
说，曾经编过的一个童谣：小老虎会撕
咬，小山羊敢顶角，坏蛋问我不知道，敢
骗坏人赶快跑。可是遇到突发事件时折
射出的是缺乏训练的孩子不会跑，这些
孩子的防范意识几乎等于零，应对突发
事件的能力几乎为零。

首先，来说说孩子的自我安全防
护教育。孩子在小的时候家长就应该

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安全教育了，比如
在孩子 3岁的时候，或者更小一些，他
能听懂的时候。但只是很少有家长们
做这样的“功课”，因为他们对安全教
育的认识普遍存在误区。王大伟举例
说，有一位女大学生给孩子们进行安
全教育，她摸着一个小女孩的头说，

“姐姐告诉你一句话要记牢，小裤衩小
背心不许别人摸。”小女孩的妈妈当时
就急了：“你教我女儿这个干什么，多
不吉利多恶心，你应该教她床前明月
光。”王大伟表示，请一定要告诉孩子，
这世界上有鲜花、有爱，但也会有大灰
狼。这两个教育不能偏颇，既要有爱
心教育也要有防范教育。

现在教孩子最主要的是平安，那么
怎么教他们才能够平安呢？王大伟教
授说，要保护好自己，必须得自己用心，
这就要做到“心防”第一，记住五福捧
寿。所谓五福捧寿，是指“一个观念”、

“四个要素”。“一个观念”：心防；“四
个要素”：时间、空间、氛围、技能。

“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心防。家
里头要不要安防盗门呢？要安，家里
要不要安外面那个窗的栅栏呢？要
安，但是最大的防范是脑子里的防范，
叫心防。这是我们古代的画叫五福捧
寿，五个点字中间一个寿字。

“四个要素”首先一个是时间，什

么时候犯罪率高。有句话说，“平平安
安三月三，四月五月往上蹿，夏天多发
强奸案，冬季侵财案件多。”其次是空
间，针对小学生的侵财空间高发区域
为上学放学的路上，教室内外，校园附
近的小卖店、游戏机厅等等。对这些
区域，应教育学生提高警惕。还有一
个叫氛围。我们提出一个叫警惕性的
公式，警惕性与信任程度和熟悉程度
是成反比的。晚上在大街上走，看到
迎面走过来一个生人，你吓得哆哩哆
嗦的，要是迎面走过来一个熟人，你可
能心理就放松了。可是经研究，强奸
案60％是发生在熟人之间。

孩子几岁开始进行安全教育

接下来，再来看看学校的预案。王
大伟说，首先，学校预案不应是事后反应
而是事先防控，可是我们现在所有中小
学预案，很少有事前的预案，都是事后的
反应；第二，预案绝不是印好的一摞文
件，那是毫无用处的，预案必须放在每个
学生的心里；第三，自救自护不是知识，
而是一种技能。技能具有操作性，比如，
我们教给孩子遇到突发事件拔腿就跑，
遇到火灾弯着腰跑、捂着嘴跑等等，这都
是技能。学校重视安全教育，关键时刻
挽救的是生命。

王大伟说，最关键的还是“心防”，
在这个问题上，校长们要学会害怕，几
百上千个孩子都由你管着，你敢不害怕
吗？校长们要做到警之于先，察之于
后。对于意外事故，主动先防比事后快
速应对更重要。比如四川桑枣中学的
校长叶志平平时就注重在学校里进行
安全疏散教育，在汶川大地震中，周围
的学校都是房倒屋塌，学生死伤惨重，
但桑枣中学没有一个学生受伤。这归
功于学校平时的紧急疏散演练，这就是

警之于先。
比如说，有的叔叔阿姨问，小朋友，

你带我去找小狗吧，你就说不。小朋友，
那你告诉我路怎么走，要说不。为什么
呢？要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上一定要
有爱心，我们一定要帮助其他的人，但是
我现在很小，我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我
可以先让爸爸妈妈去帮助，长大了再去
帮助别人。这个要两方面说，一个要树
立爱心教育，但是另一方面要告诉孩子，
现在没有责任，没有能力，等到长大有能
力再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具体在家里面就要让孩子们学会一
条，学会说不。两三岁就要学会，就是和
陌生人说不，比如一开始我们教小朋友
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跟你说有
什么用？”这个不礼貌，那么我们第二步
就要礼貌地说不，小朋友你叫什么呀？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这个就是礼貌
说不，还有第三步叫幽默说不，小朋友你
叫什么呀？“我爸还没给我起名呢，他很
忙”，这就属于幽默说不，这是我们教孩
子的小的基本功。

学校预案应该是事先防控

牢记“五福捧寿”这个护身符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
提到，幼儿应具备基本的安全知识，自
我保护能力，培养其终身受益的生活
能力和文明生活方式。安全是铸就孩
子一生健康的关键点，提高幼儿的生
存质量，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问
题，王大伟说，他的梦想是每个孩子都
能人手一本安全教育手册，遇到侵害
能够自助自救。三秦都市报记者梳理
了王大伟教授编写的十首安全童谣。

童谣一：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
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边
小朋友。

童谣二：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
门不应答。问路送奶查电表，决不开
门我当家。

童谣三：小白兔，上学校，见生人，
有礼貌。不说话，笑一笑，蹦蹦跳跳快
走掉。

童谣四：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

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男孩女
孩都知道。

童谣五：小小秘密藏心里，谁也不
会告诉你。坏人要是欺负你，告诉妈
妈要牢记。

童谣六：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
敢顶角。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
赶快跑。

童谣七：火灾来了拔腿跑，弯腰捂
嘴向下逃。 逃跑不能坐电梯，危险挥
手大声叫。

童谣八：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
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
跑莫迟疑。

童谣九：红灯停，绿灯行。遇到黄
灯不抢行。先左后右看一看，一定要
走斑马线。

童谣十：骑车避免上马路，不许撒
把与攀扶，打闹追逐危险多，人多转弯
要减速。

儿童十首安全歌谣

“我的梦想就是，每个孩子都能人
手一本安全教育手册，遇到侵害能够
自助自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中提到，幼儿应具备基本的安
全知识，自我保护能力，培养其终身
受益的生活能力和文明生活方式。安
全是铸就孩子一生健康的关键点，提
高幼儿的生存质量，已经成为整个社
会关注的问题，近期，王大伟工作团
队将在陕西开设儿童安全辅导员系列
认证课程，让安全辅导员团队成为传
播安全教育的种子。同时，针对幼儿

园园长及中小学校长层面，王大伟教
授也会开设系统风险预案及管控实操
课程，使校园管理层面真正做到心中
有预案，解决有方法。通过系统的安
全知识体系传播，会让陕西的幼儿园
儿童、中小学学生学会初步的安全知
识、从小筑牢安全意识、学会安全自
护的方法，学会对生命的珍爱。依托
家园共育、家长安全大课堂的方式，
让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让一个家
庭影响整个社会，让全社会都来关注
孩子的安全健康。 本报记者王嘉

让每个孩子都有本安全教育手册

儿童安全教育的几个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