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

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

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者应按规定规范佩戴安全

头盔。

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注意周

围情况。

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

不随意穿越铁轨，不在铁轨边步行或铁路道口玩耍。

乘车时不能擅自将胳膊、头等身体部位伸出窗外。

不乘坐改装车、拼装车、农用车、三轮车、报废车、载

货车、拖拉机等有安全隐患的车辆。

注意交通安全

叮嘱孩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过马路时走斑马线、看红绿

灯等。

教育孩子认识车辆盲区，提醒孩子远离停车场、小区出入

口等车辆来往频繁的位置。

为孩子选择安全、稳定、可靠的交通工具，主动使用安全座

椅、安全带、头盔。

私家车出行时，不要让孩子坐副驾驶位，4岁以下儿童须坐

儿童安全座椅。

天气炎热，家长切勿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

学
生

家
长

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游泳。

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

不在河道边洗手、洗脚、洗东西、钓鱼虾等。

不在游泳池里嬉戏打闹。

发现溺水者，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

预防溺水事故

陪伴孩子时，务必尽到看管义务，不要专注于手机或其他事务。

教会孩子基本的游泳和自救方法。

教孩子识别湖泊、河流及水域周边的警示标志。

叮嘱孩子不要在水中吃东西。

学
生

家
长

关注居家安全 及时清除家中地面、台阶上容易

绊倒孩子的杂物，如玩具、起褶的地

毯、地板上的电线等，儿童玩耍区域要

保持足够亮度。

阳台、窗口不应摆放桌椅类物品，防

止儿童攀爬，家中窗户宜安装防护装置。

保持家中地面不湿滑，浴室铺上

防滑垫或贴上防滑砖。

不给孩子穿不合脚的

鞋子或过长的裤子。

把具有腐蚀性的物品，如

管道疏通剂、生石灰、氨水等放

置在孩子不易触及的地方。

注意家用电器不得超负荷运转，

不私拉乱接电线，外出时要关闭电源

开关。

学
生

家
长

大量出汗后，要及时补充水分。

高温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外出

时做好防晒。

不参加“驴游”或探险游，不去

地质灾害频发区域旅游。

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天气、道路交通

及旅游景区开放情况。

不在设有危险标志处停留，不在禁拍处

拍照、录像。

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和掌握应急疏散

路线和应急避险知识。

公共场所关注安全出口，讲秩序、不拥

挤，服从指挥，避免踩踏。

如遇极端天气，要注意避开排水井、沟渠

和积水处，以及避开广告牌、变压器、配电箱、

高压电线等危险物。

重视外出安全
学
生

为儿童选择正规、安全的活动

场所和娱乐设施，了解活动场所的

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安全标识和必

需的救护设备和器材等。

在人流量较大的场所，可以使用牵引

绳、给孩子佩戴有定位功能的电话手表等，

同时最好给孩子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

告诫孩子不去网吧、酒吧、电子游戏厅

等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玩耍。

如为孩子选择夏令营、游学、研学旅行

等暑期活动，要认真了解主办机构相

关资质，签订有效合同。

家
长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不喝生水，防止疾病的发生和食物中毒。

不到无证摊点、快餐店、小店购买食品或用餐。

不购买过期、变质、有异味的食物和“三无”食品。

不暴饮暴食，少吃零食，避免食用生冷食品。

不采食野菜、野果、野生菌等高风险食物。

学
生

叮嘱孩子讲究卫生，做到饭前便后要洗手。

教育孩子慢慢吃饭，充分咀嚼，避免养成狼

吞虎咽的坏习惯。

烹饪过程要确保食物熟透，餐具做好消毒清洁。

保持环境卫生，消灭苍蝇、蟑螂等，室内注意通风。

家
长

警惕食物中毒

佛山中小学将于 7月 14 日

放暑假，各位小伙伴计划好去哪

玩了吗？每年暑假都是学生溺

水、交通事故、火灾等安全事件

的易发多发期，在享受假期的同

时，一定要留心各种安全隐患！

这份暑假安全提示，请各位家长

和孩子收藏！

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

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

不给陌生人开门。

不往窗外抛物。

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

在家长的监督下，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刀具等。

安全使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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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不将本人、家人及他人的个人信息在网上传播。

不玩暴力、色情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

不浏览不健康网页，不要随意注册不熟悉的网站账号。

不实施网络欺凌，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虚假消息。

慎交网友，慎见网友。

学
生

让孩子牢记“三不一多”，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

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及时掌

握孩子注册游戏账号充值缴费等信息，防范孩子打赏主

播、游戏充值等行为。

发现危害身心健康的网络产品或网络服务要及时投诉、举报。

家
长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家长家长、、孩子们请收好这份暑假安全提示孩子们请收好这份暑假安全提示

如何合理安排
假期生活？

假期之中，家长不能阻止孩子享受“玩”的快乐，但是也不能放任孩子无限度地“玩”。不妨

帮助孩子制订一份暑假计划，让孩子科学地安排时间，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假期。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经济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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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分段制订假期计划

在假期初，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从学

校的学习模式过渡到假期的休闲模式，

与孩子一起规划假期的活动和目标。

在假期中期，家长应注重与孩子

的沟通，鼓励他们维持适度的学习活

动，如每天安排阅读时间或复习特定

科目。

进入假期后期，家长可以引导孩

子逐渐恢复到学校的作息时间，针对

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与孩子一起了解

新的学习内容、讨论可能面对的困难，

倾听孩子心中的期待，帮助

他们调整情绪，准备好迎接

新学期的挑战。

02
坚持规律生活作息

和孩子设定一个相对固定

的入睡及起床时间。

让孩子参与一日三餐的准

备工作，协助完成家务，增强孩

子的自理能力和家庭责任感。

切忌过度安排学习任务，如

过多补课或要求孩子超额完成

作业，会使孩子感到有压力，使

学习变得“低效”，甚至产生抵触

情绪。

定期组织寓教于乐的活动，

如带孩子参观各类博物馆等，在

潜移默化中提高孩子的知识广

度、审美情趣、人文底蕴。

03
切忌沉迷电子产品

尝试设立“无屏幕时间”，比

如餐桌上或家庭活动时禁止使

用电子设备。

限制使用电子产品时，尽

量不要强调“禁止”，而要多强

调“可以做什么”，尤其是针对

已经上初中或高中的孩子，一

味“禁止”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

情绪。

鼓励孩子参加体育锻炼、

户 外 活 动 和 家 庭 亲 子 活 动

等，让孩子意识到远离电子

产品，能够收获更多的快乐

和成就。

04
促进有益社交互动

对于年龄比较小、课业任务

不是很重的孩子们来说，家长要

尽量避免让孩子整天独处。

安排一些家庭和朋友间的

小聚会，鼓励孩子与朋友多交流，

帮助孩子维持和发展社交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