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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孩子是上天赐予每对父母最神圣、最美好的礼物。
    0～6岁的孩子正处于生理发育的初级阶段，也最容易受到伤害。
为了孩子的平安、健康、幸福，父母们真是用心良苦。
很多父母对孩子寸步不离、时刻监管，怕他们有什么闪失，但是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和事业，不可能永
远将孩子拴在身边；孩子们也需要自己的空间，独立地去面对生活和成长中的问题，用眼观察、用脑
思考、用手操作，来认识世界，掌控自己的命运。
但是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一些危险，可能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带来威胁，如果稍有疏忽，也许只是
一瞬间，就可能给孩子带来身体或心理伤害，甚至致残致死。
    为什么在科学进步的今天，儿童意外伤害、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
其实，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孩子没有安全防范意识，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危害不容小觑。
例如，在家中，孩子可能会触碰到有害物质或不正确地操作电器；在幼儿园，可能因受到小伙伴的欺
负或在游戏中受伤；在外面出行时，因交通安全意识淡漠而随意横穿马路，或在马路上嬉笑打闹；在
户外活动时，不懂得避开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孩子们面对社会危害时，没有基本的应变能力；面对
突发事件如溺水、火灾时不懂得如何自救；当自然灾害来临时慌张失措，不懂得逃生的技巧⋯⋯    这
些危险、灾难带给家庭、社会的教训是惨痛的，但如果孩子能够掌握必要的自我保护常识，就可以避
免事故的发生，或在遇到危险时可以尽快逃离险境，这些自我保护常识可以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还能通过观察环境、思考判断、灵活应变等训练，进一步启发孩子的心智，有助于智力其他方面等
能力的提高。
    0～6岁是孩子心智发育最黄金的年龄阶段，也是孩子接受事物最快的阶段，此时的安全常识教育对
他们的一生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家长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教给孩子们自我保护的常识吧！
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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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效保护自己的安全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本领，虽然每位父母都想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孩子的健
康成长，但是他们无法每时每刻把孩子带在身边，所以培养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就成了家长的必修
课。

　　0～6岁是孩子学习本领、接受新事物的最佳阶段，为了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父母们应该不
断地向他们传授自我保护常识，告诉他们怎样在家中独处、怎样安全地过马路、怎样保护自己在户外
活动时不受伤害、怎样应对突发事件，甚至还应该教给他们怎样避免社会不良因素的侵害、怎样处理
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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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自我保护能力——儿童成长必修课
　一、日常生活中的自我保护很重要
　二、为什么孩子容易受到意外伤害
　三、自我保护能力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障
　四、孩子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会产生严重恶果
　五、自我保护能力
第二章　培养孩子自我保护能力的基本常识
　关注点1：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应以预防为主
　关注点2：时刻提醒孩子远离潜在危险
　关注点3：孩子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时应雇保姆或请老人陪伴
　关注点4：培养儿童自我保护能力的训练内容和目标
　关注点5：培养孩子的基本生存能力
　关注点6：为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关注点7：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
　关注点8：家庭和幼儿园的自我保护教育应力求一致
　关注点9：训练孩子的体能以增强体质
　关注点10：为孩子营造安全的活动环境
　关注点11：培养孩子的应变能力
　关注点12：通过游戏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
　关注点13：孩子的胆子太小怎么办？

　关注点14：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太强怎么办？

第三章　培养孩子的居家自我保护能力
　关注点15：不要拿太重的东西
　关注点16：吃果冻时要注意
　关注点17：叼着棒棒糖不能跑来跑去
　关注点18：刚吃完饭不要剧烈运动
　关注点19：水火无情，不可乱碰
　关注点20：电源线、电插座碰不得
　关注点21：厨房的潜在危险要注意
　关注点22：家住高楼，小心阳台
　关注点23：不要和宠物过分亲密
　关注点24：卫生间也可能是危险地带
　关注点25：警惕这些电器伤害孩子
　关注点26：对待含铅玩具应谨慎
　关注点27：不要在楼梯上乱蹦乱跳
　关注点28：独自在家时怎样应对陌生人
　延伸阅读：针对居家自我保护能力的训练
第四章　培养孩子在幼儿园时的自我保护能力
　关注点29：教孩子学会应对老师的过分惩罚
　关注点30：学会应对“园内暴力”
　关注点31：幼儿园的活动要有限度
　关注点32：拒绝陌生人接自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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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点33：如何防止患上传染病
　关注点34：不要用铅笔、小刀、小剪子打闹
　关注点35：不要憋尿
　关注点36：有些小朋友不能与之交朋友
　关注点37：孩子总是打骂别的孩子怎么办？

　关注点38：孩子总被同龄小朋友欺负怎么办
　延伸阅读：针对幼儿园自我保护能力的训练
第五章　教孩子牢记交通常识
　关注点39：用识图的方法教孩子交通常识
　关注点40：不要横穿马路
　关注点41：不要翻越护栏
　关注点42：飞机上的安全知识
　关注点43：地铁里的安全知识
　关注点44：教孩子注意乘车安全
　关注点45：教给孩子对付晕车、晕船的简单办法
　延伸阅读：针对交通安全的自我保护能力训练
第六章　培养孩子户外活动时的自我保护能力
　关注点46：马蜂窝不能捅
　关注点47：有些树爬不得
　关注点48：有些虫子不能抓
　关注点49：不熟悉的果子不能吃
　关注点50：植物枝叶不要随意往嘴里放
　关注点51：不要轻易食用野生植物
　关注点52：不要在自然水域嬉戏玩耍
　关注点53：有人落水不可贸然下水相救
　关注点54：离高压电线远一点
　关注点55：有人打架别围观
　关注点56：玩耍时要远离井盖
　关注点57：运动后不能立即喝冷饮或吃冰镇食物
　关注点58：玩沙子要谨慎
　关注点59：不要随意去逗狗
　关注点60：冰面不是理想的嬉戏场所
　关注点61：迷路了应该怎么办
　关注点62：别去行人过多的地方
　关注点63：掌握一些野外生存的技能
　关注点64：不要到建筑工地玩耍
　延伸阅读：对孩子户外活动中自我保护能力的训练
第七章　培养孩子面对社会危害时的自我保护能力
　关注点65：被人跟踪应该怎么办
　关注点66：遭遇绑架时不要慌张
　关注点67：别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关注点68：如果有人说是熟人不要信
　关注点69：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性侵害
　关注点70：告诉孩子“黄”毒不能看
　关注点71：抽烟喝酒不能沾
　关注点72：网络危险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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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面对社会危害时自我保护能力的训练
第八章　培养孩子面对突发事件的自我保护能力
　关注点73：避免拥挤人群带来的伤害
　关注点74：如何应对水管漏水
　关注点75：煤气泄漏怎么办
　关注点76：引出飞进耳朵的虫子
　关注点77：擦出飞进眼睛的虫子
　关注点78：鼻子流血不要慌
　关注点79：鱼刺卡住喉咙怎么办
　关注点80：扭伤的自救
　关注点81：烫伤的自救
　关注点82：火灾的自救
　关注点83：冻伤的自救
　关注点84：天气炎热时如何防中暑
　延伸阅读：面对突发事件时自我保护能力的训练
第九章　培养孩子在自然灾害中的自我保护能力
　关注点85：让孩子正确认识雷电
　关注点86：地震发生时应该这样做
　关注点87：沙尘暴天气的自我保护
　关注点88：雪崩时如何安全逃生
　延伸阅读：对抗自然灾害的自我保护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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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关注点2：时刻提醒孩子远离潜在危险0～6岁的孩子看问题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对于色彩、
声音、触感等相对比较敏感，但是生活的万事万物都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危险因素常常以不露声色的
方式潜伏在我们的周围。
孩子不会或无法根据事物的表象进行推测判断，也就无法预知危险是否即将发生，极有可能造成意外
事故。
案例妈妈一直身体不太好，每天都要吃药，她吃药时3岁的女儿美美就在身边，所以美美对桌上花花
绿绿的药丸格外有兴趣。
一天，妈妈吃了药后忘记将药放回抽屉里，就到厨房熬粥去了。
美关趁妈妈出去，摸了一颗药丸含进嘴里。
她咂了几下，觉得味道真不错，甜甜的，比糖还好吃，于是又抓起一大把塞进了嘴里。
可能是药粒的量太大，药味变得有点苦，美关就想吐出来，但由于药粒已经咽了一半，卡在喉咙里，
她难受极了，又学着妈妈的样子，拿起水杯便喝，可是太急，水杯打翻了，碎裂的玻璃片划破了小脚
丫，疼得美美哇哇地哭。
这时妈妈闻声冲进来，看见桌上的药片就明白了，立即将美美送到医院，才抢回一条命。
美美的案例在于，妈妈没有提醒她远离危险源，反而麻痹大意，将危险源暴露在孩子眼前。
此外，她每天服药也在无形中对孩子起到误导的作用。
当孩子遇到妈妈不在时，自然就采取实际行动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尽管妈妈及时发现情况，将美美送到医院洗胃，但美美从此非常惧怕吃药，再加上药物对身体产生的
副作用，美美每天都病怏怏的，不像以前那么活泼好动了。
不过，美美也是幸运的，因为得到及时抢救才活了下来，但这毕竟只是一时的侥幸，很多时候惨剧早
已发生，让人追悔莫及。
为了以防万一，家长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隔离危险源危险源常常与孩子相伴左右，如吃饭时，手边
放着的热水壶，柜台上随意扔置的打火机，没有关好的煤气阀门等等，而有的家长忙于自己的事情，
留下孩子独处，就可能引爆危险，发生事故。
所以家长要多观察孩子的表情动作，为他们剔除脚边、手边的危险源，如将热水壶、打火机归位，出
门前检查煤气阀门是否关好等。
 2.时刻启发孩子思考有的家长以为只要自己高度重视和警惕，做好孩子的贴身侍卫，就能杜绝事故发
生，可是孩子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只有学会独立思考才能对危险更加重视。
家长不妨让孩子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思考，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启发他们想象周围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当然，这种启发应适当或有针对性，如果过分强调危险性，可能会令孩子“草木皆兵”，不利于他们
心理的正常发育。
关注点3：孩子缺乏白我保护意识时应雇保姆或请老人陪伴0～6岁的孩子天性好动，活泼好玩，不懂得
安全的意义。
虽然家长们也想给他们灌输安全知识，但是有的孩子反应慢，记忆力差，或者把父母交代的事情当耳
旁风，所以依然照犯。
这很令家长们头疼，苦于工作繁忙，无法寸步不移地照看。
所以对于那些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的孩子，最好给孩子雇佣—个有责任心的保姆或请老人陪伴。
案例张玲和王强的工作都很繁忙，家里有个4岁大的儿子欢欢，长得挺可爱，但就是太调皮，喜欢“
挑战”未知事物，有一次差点引燃家里的床单。
两口子担心以后还会出大事，思来想去，给孩子请了个保姆。
一天，两个人吃过晚饭后就各自忙工作去了。
欢欢一个人在玩电动玩具车，他拿着遥控器在客厅里乱转，电动玩具车忽然转到了花架下的地砖缝里
。
欢欢快步跑过去取，可是小汽车夹在了砖缝里拿不出来，欢欢急了，碰着了花架。
花架摇晃着，眼看其上的鱼缸就快掉下来了，这时正在厨房刷碗的保姆感觉客厅有动静，慌忙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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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还好抢在花架倒下来之前扶住了架子，才让欢欢幸免于难。
欢欢确实挺调皮的，特别好动，一刻也不得安宁，哪怕在大人眼皮子底下照样“肆意妄为”。
试想，如果不是保姆及时扶住花架，后果不堪设想。
孩子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就像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会爆发，家长时刻都提心吊胆。
所以针对孩子的情况，家长不妨请一个负责尽职的好保姆，她不仅能够填补家长的注意空白，还可以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的一言一行，是一种无声的督促。
孩子时时生活在提醒和督促中，就会逐渐学会保护好自己。
如果家庭经济情况不适合请保姆，也可请老人陪伴。
当然，再好的保姆也不能替代父母，孩子与父母的感情更近，更需要亲情的温暖。
当他被开水烫到时希望第一个给他敷冷毛巾的是父母，当他摔倒时希望第一个扶住他的是父母，因为
父母的爱更能化解孩子的伤痛，让他在温暖的父爱母爱中体会到错在何处，更乐意接受来自亲情的教
导，并愿意去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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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好妈妈提升孩子自我保护能力的88个关注点》是自我保护能力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必修课，让孩子
学会自我保护，妈妈不盯也放心！
0～6岁是孩子心智发育最黄金的年龄阶段，也是孩子接受事物最快的阶段，此时的安全常识教育对他
们的一生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家长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教给孩子们自我保护的常识吧！
只有这样，孩子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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