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中小学 
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教基厅函〔2021〕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教育局： 

  为切实做好 2021 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和

遏制涉校涉生安全事件发生，确保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健全校园安全管理制度 

  各地各校要结合本地实际，准确研判风险，聚焦关键环

节，及时查找不足，着力补齐短板，进一步健全相关制度措

施，积极推进校园安全防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最大限度减

少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对教职员工和临聘人员教育管理，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格落实门卫值守和内部巡查制度，禁

止无关人员和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入校园，严防

暴力恐怖事件发生。要定期对教室、宿舍、食堂、图书馆等

人员密集场所和实验室、锅炉房、配电室、校园内施工现场、

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风险点和安全

隐患，及时进行整改。 

  二、进一步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治理 



  各地要依托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新平台新机制，会同

各成员单位，加强对校园周边网吧、学生托管点、小旅馆、

娱乐场所、无证摊贩等治安、卫生乱点的清理整顿，做好对

校园周边化工厂、危化品仓库、加油站、油气管道、重污染

源、危险山体及水域等重大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要配合公

安机关，健全落实校园周边“高峰勤务”和“护学岗”机制，

积极组织学校安保人员、教师和家长志愿者等，配合执勤民

警做好上下学时段校门周边防控工作，确保重点时段、重点

部位安全可控。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明确具体的区域性学校

安全风险清单，全面了解掌握校园周边特殊人群信息动向，

及时发布安全提示，确保校园周边环境安全、稳定、有序。 

  三、进一步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要求 

  各地要配合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严格落实《校

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依法实施校车使用许可，规范发展

专用校车，坚决清理不符合国家校车标准但仍作为校车使用

的载客汽车，明确退出期限，彻底淘汰在用的非专用校车。

要督促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者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对驾乘人员管理，坚决杜绝超员、超速、不按审核路线

行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避免把幼儿遗忘在车内致死现象。

要广泛宣传乘坐非法营运车辆危害和典型事故案例，教育引

导学生和家长增强安全意识，自觉抵制“黑校车”，不乘坐

未经许可、超员等违法违规车辆，确保上下学交通安全。 

  四、进一步开展学生欺凌防治行动 

  各地各校要深入开展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



按照有关要求，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细化

工作举措，健全教育预防、及时发现、有效处置长效机制，

切实防范学生欺凌事件发生。要定期开展预防欺凌专题教育，

引导学生掌握防范欺凌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自觉遵规守纪、知法守法。要加强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对有心理困扰或心理问题的学生开展科学有效的

心理辅导，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积极心理品质。要重点做好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困难学生、情感困惑学生、言行异

常学生，以及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单亲家庭子女

等群体的关爱工作，及时做好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和矛盾化

解。 

  五、进一步深化网络环境专项治理 

  各地要会同宣传、新闻出版、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

进一步加大网络环境治理力度，及时发现清理网络低俗有害

信息，整治涉及中小学生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切实消除不良

出版物、影视节目、网络游戏对学生的侵蚀影响。要加强学

生手机管理，禁止学生将个人手机带入课堂，不通过手机布

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防止学生过度使用手

机。要结合中小学生网络行为和心理特征，引导学生正确认

识、科学对待、合理使用网络，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和不

法行为，防止网络沉迷。 

  六、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工作 

  各地要认真梳理查找安全教育存在的盲点和薄弱环节，

统筹用好国家和地方教育资源，上好安全教育地方课程和校



本课程，将安全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各个环节。要积极

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协同育人机制，密切配合、各展所长，

丰富教育形式和载体，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密切关注学生思想状况，主动回

应心理、情感诉求，切实预防违法犯罪现象发生。要围绕

“5·12”防灾减灾日、“11·9”消防日、“12·2”交通安全

日等重点时段，广泛开展预防溺水、火灾、禁毒、性侵害、

食物中毒、网络沉迷、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安全教

育。要结合本地实际和学生特点，完善各类校园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师生安全防范意

识、自救自护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 

  七、进一步推动家长落实监护责任 

  各地各校要统筹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长会、家访、

家长开放日、家长接待日、致家长一封信等各种家校沟通渠

道，提醒家长切实履行好学生看管监护责任，准确掌握离校

期间孩子动向，关注孩子人际交往和情绪表现，严防出现监

管真空。要重点强化对家长预防学生溺水和网络沉迷的提醒，

做好《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关于

预防学生网络沉迷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的复印发放、

回执回收保管工作。 

  各地要高度重视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强

化工作部署，切实抓好落实，并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不断改进工作举措，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有关落实情况请及时报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附件：1.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 

     2.关于预防学生网络沉迷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 

     3.家长回执 

 

                         

教育部办公厅 

               2021 年 1 月 20 日 

 

 

 

 

 

 

 

 

 

 

 

 

 

 

 

 

 



附件 1 

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 
 

尊敬的中小学生家长朋友： 

  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春季以后，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又将进入高发季，希望广大家长务必增

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

的教育和管理，特别是加强放学后、周末、节假日期间和孩

子结伴外出游玩时的管理，经常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

给孩子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不断加强孩子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严防意外事

故的发生。要重点教育孩子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

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

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

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智慧救援，

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学生安全工作需要各方面尽心尽责、密切配合、齐抓共

管。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保障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健康成

长而努力。 

  祝您的孩子平安、健康、快乐！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2021 年 1 月 20 日 



附件 2 

 

关于预防学生网络沉迷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 
 

诸位家长： 

  互联网络既兴，移动终端正盛；信息交互通达宇内，图

文视听精彩纷呈；有助沟通便捷，能广世人见闻，可增少儿

学识，更促社会繁荣。然成瘾游戏、邪恶动漫、低俗小说、

网络赌博，附生蔓延，危害孩子健康，亟须大力防范。是以

倡导全体家长，恪尽父母责任，力行“五要”，与学校共筑

防范之堤。 

  一要善引导，重监督。家长须强化监护职责，养良善之

德，树自卫之识，戒网络之瘾，辨不良之讯。     

  二要重表率，立榜样。家长须重视网瘾危害，懂预防之

策，远网游之害，读有益之书，表示范之率。 

  三要常陪伴，增亲情。家长须营造和美家庭，增亲子之

情，理假日之乐，广健康之趣，育博雅之操。 

  四要导心理，促健康。家长须关注子女情绪，调其心理，

坚其意志，勇于面对挫折，正确利用网络。     

  五要多配合，常沟通。家长须主动配合学校，常通报情

况，多交换信息，早发现苗头，防患于未然。     

  防孩子沉迷网络，须各方尽心尽责。为易记忆、广传播，

特附“防迷网”三字文： 

互联网，信息广，助学习，促成长。 



迷网络，害健康，五个要，记心上。 

要指引，履职责，教有方，辨不良。 

要身教，行文明，做表率，涵素养。 

要陪伴，融亲情，广爱好，重日常。 

要疏导，察心理，舒情绪，育心康。 

要协同，联家校，勤沟通，强预防。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2021 年 1 月 20 日 

   

 

 

 

 

 

 

 

 

 

 

 

 

 



附件 3 

 

家  长  回  执 
   

  学校已通过□家访、□召开家长会、□邮寄、□其他方

式：（请在□处划√）的方式，将《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

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关于预防学生网络沉迷致全国中小

学生家长的信》交给我。我认真阅读了两封信的内容，了解

了预防溺水和网络沉迷的相关要求，一定承担起监护责任，

确保孩子的身心健康。 

     

    学校名称：                班    级： 

学生姓名：                家长签字： 

                              

2021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