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防空防灾知识教育工作的意见

鲁防发〔2018〕7 号

各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学校防空防灾知识教育，是学生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学校

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组织开展学校防空防

灾知识教育，对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防空防灾能力，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以及国

家关于人民防空宣传教育进学校的有关规定，就进一步加强和做

好学校防空防灾知识教育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认真组织开展小学、中学、大

学等各级各类学校防空防灾知识教育工作，使各学段的学生牢固

树立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掌握基本的防空防灾知识和技能，

具备必备的防护、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战时敌人空

袭和平时灾害事故造成的伤害。

学校防空防灾知识教育应当遵循长期坚持、全面普及、分类实

施、注重实效的原则。坚持与素质教育、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相

结合实施，采取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理



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确定相

应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分类组织施教。

二、学校防空防灾知识教学

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防空防灾知识教学，由各级人防、教育

部门组织，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实施。

（一）小学防空防灾知识教学，以小学高年级学生为主，通常

与体育课、国防教育课、安全教育课相结合，实施渗透性教学。

主要安排学生参观人防设施，进行防空防灾基本常识教育，组织

应急疏散等内容。通过教育训练，使小学生逐步建立防空防灾意

识，初步学会应急疏散要领和预防一般性灾害的自我防护技能。

（二）初中防空防灾知识教学，以初中二年级学生为主，通过

开设人防专业课程，并与体育课、国防教育课、安全教育课相结

合，实施人防专业技能教学。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原子武器、化

学武器、生物武器的危害及个人防护动作，简易防护器材的制作，

火灾、水灾、震灾等灾害的基本防护方法等。通过教育训练，使

初级中学学生逐步增强防空防灾意识，学会“三防”动作和简易

防护器材的制作方法，基本掌握集体疏散程序和自我防护技能。

（三）高中（含职高）防空防灾知识教学，以高中一年级学生

为主，与学生军训、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结合实施，重点培养学

生战时自救互救的意识和技能。主要学习防空防灾警报识别，简

易救护器材的制作，战时遭敌空袭时对普通战伤伤员的应急救护，

以及利用人防工程等设备设施进行防空防灾等基本知识。通过教

育训练，使高中学生建立利用人防工程进行防空防灾的意识，掌



握简易救护器材的制作方法，熟悉普通战伤救助的基本要领，提

高对外伤伤员的应急救助能力。

（四）高等院校防空防灾知识教学，在一年级进行，通常与学

生军训、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结合实施。重点掌握人民防空建设

的基本规律，学习利用人防工程、广场、公园、绿地等应急避难

场所进行防空防灾的组织程序与方法。通过教育训练，重点使学

生熟悉人防工程等各种避难场所在防空防灾中的作用，强化利用

人防设施设备进行防护的意识，掌握组织应急疏散的程序、方法

和步骤，逐步增强应急救援的组织协调能力。

三、学校防空防灾教育实践活动

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防空防灾知识教育实践活动，通常与国

防教育日、防灾减灾日、防空警报试鸣日、体育节、运动会、夏

令营等活动相结合，由各学校组织实施。主要开展室内防空防灾

训练，应急疏散演练，原子武器袭击时个人防护动作，简易防护、

救护器材制作，战伤救护等实践活动。通过实践，使各学段的学

生基本掌握遇到空袭、突发灾害事故时个人防护、自救、互救的

实际能力。

四、学校防空防灾知识教学师资配备与业务培训

学校开展防空防灾知识教学，任课教师可兼职或专职，由学校

自行调剂解决，一般为 1 至 2 名。

防空防灾知识课任课教师的业务培训，由人防和教育部门组织

实施。省人防办每 2 年组织一期全省学校防空防灾知识课任课教

师业务培训，各市人防办每年组织一期中小学防空防灾知识课师

资培训，每期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 3 天。通过培训，使学校防空



防灾知识课任课教师熟练掌握所担任课程的教学重点、施教方法，

增强施教能力。

五、有关要求

（一）按计划实施教学。各学校要在总的教学计划中，列出防

空防灾知识教育的内容，严格按计划组织施教施训，确保教学时

间、内容、效果的落实。

（二）落实实践活动。要重视开展防空防灾知识教育实践活动，

认真组织落实。各学校每学期至少安排并组织学生进行一次防空

防灾应急疏散演练，每学年至少组织学生进行一次简易防护、救

护器材制作或战伤救护等实践内容的竞赛活动。

（三）做好教学及活动保障。学校开展防空防灾知识教育的教

室、展室、场地等由学校自行解决；所需的辅助教材、宣传挂图、

教学光盘、防毒面具、防化服装、消防灭火器、人体模具、简易

急救防护用品、防空警报声音模拟器、手摇式防空警报器等教学

器材，由学校所在地的人防部门负责配置。学校每年要向所在地

的人防和教育部门呈报所需教学器材的种类、数量。购置教学器

材所需的经费，列入各级人防部门的专项经费科目。市、县人防

和教育部门，要针对所辖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防空防灾知识教

育教学器材保障计划，逐步将辖区学校所需防空防灾知识教育器

材配齐配足，保障中、小学防空防灾知识教育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省、部属高等院校防空防灾知识教育教学保障，按照财政供给渠

道，由省人防、教育等部门联合制定方案实施保障。

（四）严格督促检查。市、县两级人防、教育部门要组成联合

检查组，隔年对学校开展防空防灾知识教育情况进行一次监督检



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促进工作落实。省人防办、省教育厅

将对各市各学校开展防空防灾知识教育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抽查。

（五）切实加强领导。学校开展防空防灾知识教育事关国家和

人民群众的安全，人防、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通力协作，

严密组织，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切实把学校防空防灾知识教育

作为一项基础业务工作常抓不懈，共同营造全省学校防空防灾知

识教育工作的良好环境。

本意见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山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

防空防灾知识教育工作的意见》（鲁防发〔2013〕3 号）同时废止。

山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山东省教育厅

2018 年 6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