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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聚焦于幼儿园安全管理这一关键问题，深入探究新模式与实践途径。它详细阐

述了当前幼儿园安全管理所面临的挑战，诸如制度不完善、安全教育流于形式等问题。分析了

构建新模式的关键要素，包括创新理念、完善制度以及加强安全文化建设。通过对实践路径的

探索，例如加强培训、强化设施管理以及建立家园合作等，旨在提升幼儿园安全管理水平，为

幼儿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此外，它还强调了家园合作和社会参与在安全管理中的重要性，

为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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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key issue of safety management in kindergartens and delves into
new model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It elaborates on the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safety
management in kindergartens, such as incomplete systems and superficial safety education. It analyzes the
key elements for building a new model, including innovative concepts, improved systems, and enhanced
safety culture. Through exploring practical path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raining, reinforcing facility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ing home-kindergarten cooperation, it aims to enhance the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of kindergartens and create a safe and healthy growth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Additionally,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home-kindergarten cooper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safety management,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safety management in kindergartens.
[Key words] kindergarten; safety management; new model; practical path; home-kindergarten
cooperation

1 引言

幼儿园作为幼儿接受启蒙教育的重要场所，其安全管理

工作是各项工作的基石。幼儿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阶段，

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对危险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有限。因此，

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

变化和教育理念的更新，传统的安全管理模式暴露出诸多弊

端，难以满足现代幼儿园安全管理的需求。探索适应时代发

展的幼儿园安全管理新模式与实践路径，成为当前幼儿教育

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 幼儿园安全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2.1 安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在许多幼儿园中，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存在诸多漏洞。

制度内容往往不够细化，对于具体的安全管理流程和标准缺

乏明确规定，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执行。在食品采购环节，

没有详细规定供应商的资质审核标准和采购流程，容易出现

食品安全问题。责任分工不明确，各岗位之间存在职责交叉

和空白区域。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容易出现互相推诿责任的

情况。此外，监督机制的缺失也使得安全管理制度难以得到

有效执行，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2.2 安全教育形式化严重

目前，幼儿园的安全教育大多采用传统的讲解和演示方

式，形式单一且缺乏趣味性。教师在进行安全教育时，往往

只是简单地向幼儿传授安全知识，如“不能玩火”“不能跟

陌生人走”等，而没有考虑到幼儿的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

这种教育方式难以引起幼儿的兴趣和注意力，幼儿只是被动

地接受知识，无法真正理解和掌握安全技能。安全教育活动

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例如，

有的幼儿园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展安全教育活动，而没

有将安全教育贯穿于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2.3 安全设施设备存在隐患

部分幼儿园的安全设施设备老化、损坏的情况较为严重。

一些幼儿园的消防设施过期未及时更换，疏散通道被杂物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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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楼梯扶手松动等。这些安全设施设备的隐患不仅影响了

幼儿园的正常教学秩序，还对幼儿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

胁[1]。幼儿园对安全设施设备的管理和维护不到位，缺乏定

期的检查和保养。例如，对于一些大型游乐设施，没有按照

规定进行定期的检修和维护，容易出现故障，导致幼儿在玩

耍时发生意外事故。

3 构建幼儿园安全管理新模式的关键要素

3.1 创新安全管理理念

传统的安全管理理念往往侧重于事后处理，而忽视了事

前预防。在新时代，幼儿园应树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安全管理理念。将安全管理工作从事后处理转变为事前预

防，通过加强对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治理，及时发现和消除潜

在的安全风险。例如，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定期对幼儿

园的各个场所和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同时，要将安全管理工作贯穿于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让教师和幼儿都树立起安全意识，形成一种良好的安全文化

氛围。

3.2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是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保

障。首先，要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如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门卫管理制度等。明确各岗位的

安全职责，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个人。例如，在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中，要明确食品采购人员、厨师、保育员等各个岗位的

职责，确保食品从采购到加工再到分发的全过程都符合安全

标准。其次，要加强对安全管理制度的监督和考核，建立健

全考核机制，对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定期评估和考核，对表现

优秀的人员进行奖励，对违反制度的人员进行处罚。

3.3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文化建设是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营造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可以提高师幼的安全意识和

安全素养。幼儿园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文化活动，

如安全知识竞赛、安全主题绘画比赛、安全演练等，让幼儿

在活动中学习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技能。同时，教师要以身

作则，为幼儿树立良好的安全榜样。例如，教师在日常工作

中要严格遵守安全管理制度，正确使用安全设施设备，让幼

儿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

4 幼儿园安全管理的实践路径

4.1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是提升幼儿园安全管理水平的核心环节，

对保障幼儿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意义重大。在教师培训方

面，幼儿园需构建定期且系统的培训机制。教师作为幼儿安

全的直接守护者，其安全管理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至关重要。

培训内容应涵盖广泛，不仅包括安全法律法规，让教师明晰

自身在安全管理中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还应包含专业的安全

管理知识，如如何制定安全管理制度、规划安全管理流程等。

应急救援技能的培训更是必不可少，通过邀请专业的安全专

家举办知识讲座，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剖析，使教师深刻理解

各类安全问题的应对策略。同时，组织教师参与应急救援演

练，如火灾逃生演练、地震避险演练等，让教师在实践中掌

握基本的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以及科学的

应急处置方法，从而在面对突发状况时能够冷静、有效地保

护幼儿的安全。对于幼儿的安全教育，则要充分考虑幼儿的

认知特点和兴趣爱好。采用游戏、故事等生动有趣的形式，

激发幼儿的学习热情。以“红绿灯”游戏为例，通过模拟交

通场景，让幼儿亲身体验和感受交通规则，明白过马路时要

遵守信号灯，走斑马线等。还可以通过讲述有趣的安全故事，

如《小红帽》新编，融入安全知识，让幼儿在听故事的过程

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4.2 强化安全设施设备管理

安全设施设备是幼儿园安全管理的物质支撑，其完善程

度直接关系到幼儿的生命安全。幼儿园应加大资金投入，确

保安全设施设备的数量充足且质量达标。从消防设施如灭火

器、消防栓，到电器设备如灯具、插座，再到游乐设施如滑

梯、秋千等，都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配备。同时，建立

健全科学的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制定详细的检查清单，

明确检查的内容、周期和责任人。例如，每周对消防设施进

行一次外观检查，每月对电器设备进行一次性能检测，每季

度对游乐设施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评估。一旦发现老化、损

坏的设施设备，要及时进行更新和更换，杜绝安全隐患。此

外，要对教师和幼儿开展全面的安全设施设备使用培训。对

于教师，要使其熟悉各类设施设备的操作方法和维护要点，

能够正确指导幼儿使用。对于幼儿，要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

如观看动画演示、现场示范等，让幼儿掌握基本的设施设备

使用规范，避免因使用不当引发安全事故[2]。通过强化安全

设施设备管理，为幼儿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4.3 构建家园协同合作体系

在幼儿园的安全管理事务中，家园合作扮演着无可替代

的关键角色。家长作为幼儿成长道路上最为重要的陪伴者之

一，对于幼儿能否安全、健康地成长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幼儿园应当主动且积极地搭建起与家长沟通协作的稳固桥

梁，而定期举办家长会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家长

会的场合中，要向家长们细致且全面地介绍幼儿园的安全管

理工作，涵盖安全管理制度的具体细则、安全防范措施的落

实情况、安全教育计划的开展安排等内容，让家长们对幼儿

园为确保幼儿安全所付出的努力有一个全方位的认知，以此

来提升家长们的安全意识以及责任意识。与此同时，要大力

激励家长踊跃参与到幼儿园的安全管理工作当中。比如，可

以邀请家长协助幼儿园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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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从多元的视角去发

现那些潜在的安全问题。还可以组织家长参与各类安全教育

活动，像亲子安全知识竞赛、以安全为主题的手工制作活动

等，借助亲子之间互动的形式，进一步强化家长和幼儿的安

全意识。就以消防演练活动为例，诚挚邀请家长一同参与其

中，让家长能够亲身体验幼儿园在面对紧急情况时的应急处

置流程，学习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方法和技巧，从而切实

提高家长自身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通过构建紧密无间

的家园合作机制，营造出家园携手共同育人的良好氛围，齐

心协力为幼儿的安全成长筑牢坚实的保障防线。

5 提升幼儿园安全管理水平的保障措施

5.1 强化组织领导架构

幼儿园应组建专门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由园长亲自担

任组长，吸纳各部门负责人以及教师代表作为成员。领导小

组的成员需清晰明确各自的职责与分工，形成有序的管理体

系，切实加强对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与引领。定期召开

安全管理专项会议，在会议中深入探讨并解决安全管理工作

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依据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安全管理的工作

计划和具体措施。举例来说，可设定每月举行一次安全管理

工作会议的频率，全面总结分析当月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的

进展状况，敏锐发现潜在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3]。同时，建

立严格的监督检查机制，对安全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细

致监督，保证安全管理工作能够高效、顺利地推进。

5.2 增加资金合理投入

安全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幼儿

园需加大在安全管理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确保安全设施设

备的采购、更新和日常维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同时为安全

教育培训活动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5.3 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是幼儿园妥善应对突发

事件的关键所在。幼儿园要精心制定详细且全面的应急预案，

明确应急救援工作中各个组织机构的具体职责分工，以及应

急处置的标准流程等关键内容。例如，分别制定火灾应急预

案、地震应急预案、食物中毒应急预案等不同类型突发事件

的应对方案。同时，组建由教师和工作人员构成的应急救援

队伍，定期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应急演练活动，通过模拟真实

场景，不断提升应急救援队伍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应急处置

能力。另外，积极加强与周边单位和社区的沟通合作，建立

紧密的应急救援联动机制，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

能够迅速获得外部的有力支持和帮助。

6 幼儿园安全管理新模式的发展趋势

6.1 智能化管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管理将成为幼儿园安

全管理的重要趋势。幼儿园可以利用智能化设备和系统，如

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安全预警系统等，对幼儿园的安

全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4]。例如，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可

以实时监控幼儿园的各个场所，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通过门

禁系统可以控制人员的进出，确保幼儿园的安全。

6.2 个性化教育

每个幼儿都是独特的，他们的认知水平、兴趣爱好和发

展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幼儿园的安全教育也应注重个性化。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开展个性化的安全教育活

动，提高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例如，对于年龄较小

的幼儿，可以通过游戏、故事等形式进行安全教育，让他们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安全知识；对于年龄较大的幼儿，

可以通过开展安全实践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安全技能。

6.3 社会化参与

幼儿园安全管理不仅仅是幼儿园自身的责任，还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未来，幼儿园安全管理将逐渐走向

社会化，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中

来。例如，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对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管

和指导，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保障幼儿园的安全。社区可

以组织志愿者活动，协助幼儿园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教

育宣传。企业可以为幼儿园提供安全设施设备和技术支持，

提高幼儿园的安全管理水平。

7 结语

幼儿园安全管理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关系到幼儿

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对

幼儿园安全管理现状与问题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传统安全管

理模式存在的不足。构建幼儿园安全管理新模式，需要创新

理念、完善制度、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等关键要素。在实践路

径上，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建立

家园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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