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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止血与包扎、试戴空气呼吸
器、制作简易担架转运“伤员”……5月
22 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雄
安校区操场上，随着防空警报声的响
起、无人机的起飞，280 余名学生和 50
余名家长以分组互动的形式，开始了一
场防空袭户外疏散训练。像朝阳区民
防局组织的这次活动一样，北京市民防
部门开展防空防灾教育，普遍采用互动
式的方法。
“采取互动式教学，既不增加孩子

们的课业负担，又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还能让他们增强应急避险的本领。”
北京市民防局副局长李春亭告诉记者，
近年来，北京民防系统注重运用互动模
式，推动人防教育进校园，受到学生和
家长的普遍欢迎。

人防教育全国没有统一的教材，也
没有专门培养人防教师的学校，如何与
稚气未脱、求知欲强的中小学生开展互
动呢？编写教材是第一步。经与教育部
门协调，人防教育的重点内容写进了北
京市中小学综合教材，但这远远不够。

人防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
育，如果教育内容仅仅停留在课本上，
效果必然打折扣。按照这种理念，北
京市民防局连续推出一系列融趣味
性、知识性于一体的辅导教材：运用 18
个常用的人防标志解读安全常识，取
名《符号说》，希望人防标志成为小读
者的“护身符”；《民防知识漫画集》《地
下城》《神秘岛之旅》构成了防空防灾

漫画系列图书。
编辑出版这套辅导教材的指导

思想就是，运用教材可以开展互动式
教学。因而，随着一本本教材的新鲜
出炉，民防互动式教学活动蓬勃开展
起来。

2017年 4月，北京市民防局联合中
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东城区青少年科
技馆，以《符号说》为蓝本，组织开展“符
号创意达人”活动。

孩子们运用人防标志，动手设计人
防工程，标定人防专业队配置方位，探
索人防工程洗消间的工作原理……除
了参加体验活动，孩子们还画出近
1000幅人防符号宣传画，其中 423幅被
评为优秀作品。此外，21 所学校开展
了符号魔方漂流活动，就是制作若干个
6面体的盒子，盒子内装满民防符号、
创意设计，通过相互传递的方式传播符
号故事、民防知识，先后有 13个省市参
与这项活动。活动持续 2个多月，吸引
2万多名师生和家长参加。

最有创意的是，北京市民防局组织
编排了儿童木偶剧《符号总动员》，该剧
讲述了“民防符号世界”里发生的一段
奇妙的探险之旅，受到小观众欢迎。此
外，他们还组织编排了儿童剧《食与愿
违》，从儿童饮食问题入手，引出安全防
护主题。两部儿童剧演出时间都安排
在新中国人民防空创立纪念日（10 月
31日）前夕，加深了孩子们对人民防空
的印象。

除了依托辅助教材开展互动式教
学，他们还运用民防救援器材吸引孩
子们参加活动。活动中，气垫顶撑、扩
张剪切钳、切割机乃至卫星通信车，都
会成为教具，伴随着笑声、掌声、惊讶
声，孩子们了解了操作要领，增强了防
护意识。

市、区两级民防部门还运用自办的
微信公众号开展活动。他们时而开展
网上有奖问答，成绩优异者领取民防应
急包；时而招募“安全家庭”到人防工程
内做亲子游戏，不经意间学会应急救援
两三招……

活动常开展，民防常在线。根据北
京市民防局与市教委联合出台的意见，
每年在国际民防日、全国中小学生安全
教育日等 5个时间节点，两家要共同开
展防空防灾教育。随着互动式教学活
动的开展，朝阳、海淀、丰台、西城等区
民防局逐渐把教育向经常化拓展，不少
学生及其家长也由最初的“要我学”转
变为“我要学”。
“面向少年儿童开展民防教育是一

门科学，需要遵循规律、循序渐进。”李
春亭告诉记者，他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刚
刚起步，下一步将借助媒体融合发展的
契机，争取给孩子们送上更实用、更温
馨的安全教育。

上图：北京市开展民防教育所用部
分教材。

制图：张 锐

北
京
市
民
防
局—

—

有
了
漫
画
书

还
要
勤
互
动

■
魏

鑫

本
报
记
者

贾

勇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家庭的希望。

儿童又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由于年

龄小、体力弱，需要更多的呵护和保护。

国际组织设立六一儿童节的初衷，就是

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

利。如何提高儿童的安全防护能力，始

终是无数家长和全社会关注的一件大

事。在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时代背景

下，推动人防教育进校园，无疑是一条越

走越宽的路子。

人防教育是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校开设人防教育课，是人民防空

法赋予的光荣义务，对于完善学生知识

结构，锻炼临危不惧的健康心理，提高应

急避险的实际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学习人民防空的历

史和知识，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激

发爱国热情，筑牢精神防线。

人防教育从娃娃抓起，首先需要明确

一个孩子们踮踮脚够得着的教学目标。

结合教学实践，这个目标可概括为“五会”，

即：会正确识别防空信号，会正确使用人防

工程和应急避险场所，会做防护动作，会制

作简易防护器材，会开展自救互救。

教学过程中，还应结合学生年龄阶

段，区分年级设置教学重点。比如，小学

一年级的同学辨别能力不强，应为其设

置走失后开展自救的教学内容；二年级

开始，就可以教同学们辨识防空警报信

号，三、四年级的同学就可练习火灾自救

的技能，五、六年级的同学就应掌握校园

暴力的防范方法。

教学对象要细分，教学方法要结

合。要善于结合重要的时间节点。比

如，对于刚刚过去的5月12日全国防灾

减灾日，应及时向学生讲解防灾减灾日

的设置背景、图标含义、各地纪念活动情

况，使孩子们认识到，防灾减灾活动是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要善于结合历史资

源。以讲故事的形式，介绍当地防空袭

斗争史、抗击自然灾害史，在空间上拉近

孩子们与人防、民防的距离。

人防知识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实践

性，应巧妙地将人防课融于各门功课之

中。比如，核武器防护、人防工程使用等

知识可融入科学课的内容，简易防护器

材制作、防护技能演练可融入体育课的

内容，使人防知识多渠道、潜移默化地进

入孩子头脑。

为促进学生对人防知识的消化理

解，学校应开展一些既方便组织又能激

发学生兴趣的活动。比如人防常识竞

赛、征文比赛、手抄报比赛、急救包扎比

赛等等。同时，还应组织参观人防工程、

观摩灭火训练、参加疏散演练、练习避险

技能，使人防知识走出课本，成为与学生

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

人民防空是全民事业，人防教育应

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人防、地震等部

门应主动提供技术指导和相关器材，保

证教育顺利开展；军事机关、教育部门应

把人防教育纳入到国防教育总体规划，

并对学校组织教学情况进行量化考评，

不断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切实让人防教

育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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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不整队，快步过楼梯；快速行
走，严禁狂奔；两个班合用一个楼梯，各
班按事前分配的区域集合……5 月 9
日，四川省绵阳市桑枣中学组织 1857
名初中生、106名教职工开展防灾疏散
演练，参演人员像以往一样，演得一丝
不苟，练得一步不乱。

截至 2018 年，该校每学期开展一
次应急演练已坚持 14个年头。2005年
刚开始组织演练时，不少同学除了觉得
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老师中间也
有反对意见，认为会带来磕伤、撞伤的
危险。但在 3年后的那场特大地震中，
坚持组织演练的校长叶志平以铁的事
实告诉世人：演练不演练绝不一样，演
练不演练大不一样！

2008年 5月 12日 14时 28分 04秒，
汶川地震发生！地震波一来，老师大
喊：所有人趴到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
下去。老师则迅速把教室的前后门都
打开，防止房门被扭曲。地震波一过，
学生们立即冲出教室，老师站在楼梯拐
弯处，组织学生按照平时演练的路线快
速疏散。

由于训练有素，全校 2200 多名师
生在 1分 36秒内，安全转移到操场上，
创造了零伤亡奇迹，校长叶志平被誉为
“史上最牛校长”。

牛就牛在天灾降临之际，学校保

护了学生最宝贵的东西——生命。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师生们的生命
安全，从叶志平开始，学校就把组织
防灾应急演练作为一项制度，雷打不
动地坚持下来。在长期的演练中，桑
枣中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疏散避
险方法：
——演练前事先告知学生，本周有

演练，但不告诉是哪一天。
——听到演练口令，教室里最靠近

门的同学迅速打开门，班长负责前门，
安全委员负责后门。
——教室里面一般是 9列 8行，前 4

行从前门撤离，后 4行从后门撤离，每
列怎么走提前规定好。
——2楼、3楼的学生跑得快些，以

免堵塞逃生通道；4楼、5楼的学生跑得
慢些，防止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
——负责安全区的老师组织指挥

学生快速集合，并迅速安静下来。
……
近年来，桑枣中学还把演练内容由

防范地震拓展到防范突发事件，并在日
常学习生活中，时时处处引导学生注意
安全细节，强化安全意识。比如集合开
会时，不允许学生拖着椅子走，要求大
家平端椅子——因为拖着的椅子会绊
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被绊倒的
人，还会往前涌，容易发生踩踏事件。

临近六一儿童节，儿童安全问题又
成为一个话题。记者询问桑枣中学副
校长李明，小学生应如何开展防灾应急
演练。李明说，同初中生相比，小学生
体力较弱，组织观念也不如大孩子们
强，但只要经常开展演练，按照科学方
法组织演练，让孩子们养成习惯动作、
形成肌肉记忆，小学生们的防灾避险能
力也会大大提高。

四川省绵阳市桑枣中学——

平时多演练 灾时零伤亡
■林 强 本报记者 杜怡琼

儿童节，给孩子送一份安全礼包

戴着防毒面具“穿越火线”、寻找
安全通道“逃离险境”……5月 25 日上
午，广东省广州市人防教育基地内硝
烟弥漫，一场防空防灾野外训练扣人
心弦。

许多人想不到，这次参加训练的
不是青少年学生，而是平均年龄超过
40岁的老师——该市天河区 66所中小
学校的人防教师，其中年龄最大的已
有 53岁。据该区民防办主任赵用能介
绍，定期集训人防教师，是天河区 13年
来的一贯做法。

十几年前，天河区就开展了人防教
育进校园活动，但最初的效果并不好，
学生普遍反映人防课没听头、没学头。
原来，执教老师自身对人防知识一知半
解，讲起课来多是照本宣科。“给人一杯
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区民防办与教育

部门研究决定，通过提高人防教师的业
务素质来提升教学质量。

从 2005 年至今，区民防办主要领
导更换了 4任，但每年组织人防教师集
中培训的做法却一直坚持下来，而且集
训班越办越专业，越办越让参训人员有
身临其境的感觉。

笔者在“穿越火线”训练现场看到，
逃生通道只有 60 厘米高，里面不仅黑
暗幽深而且浓烟滚滚，参训人员只有全
身防护匍匐前进才能“逃生”。“战场环
境太逼真了，基本功练不扎实就过不了
关。”该区华阳小学的一位人防老师深
有感触地说，防空防灾技能是保命本
领，必须严抠细训，否则关键时刻就会
付出代价。

除了技能练习，培训班还安排专
家辅导、研讨交流等环节，全面提升人

防教师的专业水平。5月下旬的这次
集训班，区民防办还协调区委宣传部、
组织部以及区人武部、教育局、团委等
9个部门共同参加，一方面对先进单位
和个人联合进行表彰，另一方面听取
各个部门对开展学校人防教育的意见
建议。

笔者了解到，13年来，天河区通过
举办集训班的形式，培训人防教师近千
人次，产生了“水涨船高”效应。

目前，该区学校人防教育呈现出
“三个一、六个小”的生动局面，“三个
一”就是每个班级每学年开展一次人防
专题讲座、举行一次人防主题班会、组
织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六个小”就是利
用校园小广播、小制作、小画报、小手
册、小橱窗、小网络宣传民防知识，将人
防教育渗透到青少年成长的每个阶
段。天河区民防办先后被省市两级国
动委表彰为人民防空先进单位。

去年9月，广州市举行“羊城天盾——
2017”城市人民防空演习，天河中学百
名学生参加疏散演练，在临时增加演练
课目的情况下，仍然圆满完成任务。“只
有过硬的老师，才能培养出过硬的学
生。”广州市民防办领导表示，下一步，
他们将推广天河区的做法，努力培养出
更多的人防教学明白人。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民防办——

接力抓集训 培养明白人
■周 蓉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雄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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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河南省鹿邑县人防办来到县聋哑学校，为残疾学生传授安全

防护知识。 黎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