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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身处的社会、学校、家庭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时时处处都存在着风险和不安全的因素。
据相关部门统计表明，我国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因非正常原因死亡，以2000年为例，中小学生因
交通事故、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死亡的，平均每天有40多人。
另一份对全国11个城市4.3万名中学生的安全调查显示：危及学生生命安全的因素中，非致命性安全事
故占到了24.1%。
有关专家分析指出，这些伤害的80%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导致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少年自我
保护能力弱，欠缺安全防卫知识。
因此，对少年儿童进行安全教育势在必行。
危及青少年生命安全的隐患，如食物中毒、体育运动损伤、网络交友安全、交通事故、火灾火险、溺
水、毒品危害、性侵犯等，尤其是网络、毒品这类新型危险因素的出现，更让广大家长们整日提心吊
胆，并为自己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忧虑不止。
有这样的一份报道，一名未满18岁的上海少年，凭着自封的“少年特工”、“加拿大留学生”等身份
，打着“社会调查”的幌子，继而编造“拯救艾滋病患者”、“帮助贫困儿童”等谎言，轻而易举地
让一些心地单纯的女孩乖乖地送上钱财，甚至献出身体。
直到一名被骗少女心怀疑虑地向姐姐讲述自己的“奇遇”，这起长达一年、受骗者多达十余人的荒唐
骗局才被揭穿。
“少年特工”才得以被绳之以法。
这起发生在上海的荒唐事件，暴露出对青少年自我保护教育的盲区：被骗的女孩子为何如此缺乏基本
的社会常识和自我防范意识？
青少年朋友究竟应该怎么进行自我安全防护呢？
首先要时刻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时常进行自我保护训练。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被袭击、被侵害，保障他们的健康成长。
其次，青少年朋友还必须具有法律意识，要懂得什么是合法的、应当做的，什么是非法的、不应当做
的；还要懂得怎样自卫还击，防止侵害。
最后青少年朋友还要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抵制不良影响和不法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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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没有正当理由，学校拒收孩子入学怎么办？
学校能随意处分、开除未成年学生吗？
法律对未成年人有哪些特殊的保护？
未成年人触犯了刑法承担什么责任？
孩子借钱谁来还？
⋯⋯俗话说得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要做一个社会主义祖国的好公民，不仅要自觉遵守社会
主义道德规范，而且要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规范。
学习法律常识就是要公民懂得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必须做，什么事不能做，毕生确立“负责任、守
规范”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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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懂防范意识》目录：一、家庭安全1.如何安全使用燃气2.如何预防煤气中毒3.使用现代炊具应注意哪
些问题4.家中失火如何逃生5.如何防止触电6.如何防止家用电器引起火灾7.如何使用灭火器8.什么情况
下拨打1199.孩子洗澡时如何防止溺水10.独自在家时如何注意安全11.如何防止烧、烫伤12.发生骨折如
何救护13.关节脱臼怎么办14.怎样预防扭伤15.怎样防止病从口入16.怎样防止食物中毒17.鼻子出血怎么
办18.发高烧怎么办19.在什么情况下拨打120二、学校安全20.遇到坏人敲诈、勒索怎么办21.遇到劫持怎
么办22.游戏中的自我保护23.课间休息时的自我保护24.如何对付校园“小霸王25.体育活动时如何注意
安全26.学校中如何防止传染病27.遇到坏人跟踪怎么办28.女学生如何防身29.学生宿舍中如何防盗30.上
网时怎样避免被网上不良内容所影响31.网上交友应注意哪些问题32.上实验课怎样注意安全三、自然灾
害中的安全33.如何在家中预防雷击34.地震时如何逃生35.洪水到来时怎么办36.遇到飓风怎么办37.突遇
暴风雨怎么办38.怎样避免野外雷击39.出现龙卷风时如何避险40.发生沙尘暴时如何避险四、交通安
全41.过马路时如何避免交通事故42.骑自行车时如何避免危险43.风、雨、雪天气如何注意骑车安全44.
骑摩托车时怎样注意安全45.必须遵守交通规则46.乘公交车时应怎样注意安全47.坐出租车时应怎样注
意安全48.发生车祸怎么办49.坐渡船时怎样注意安全50.过铁路时怎样注意安全51.乘火车时如何防盗52.
乘汽车时如何防盗53.坐飞机时怎样注意安全54.出了交通事故如何报警五、野外生存安全55.如何防止
野外受伤56.如何选择宿营地57.如何处理毒虫咬伤58.迷路后怎么办59.掉进冰窟怎么办60.陷入泥潭怎么
办61.如何野外用火保生机62.野外如何饮用自然水63.如何避免蚊虫叮咬64.独自远行如何避免伤害65.野
外遇险后如何发求救信号六、日常生活安全66.中暑了怎么办67.如何防止冻伤68.晕车、晕船怎么办69.
不慎落水如何自救70.游泳时脚抽筋怎么办71.在公园划船时要注意哪些问题72.遇到窃贼怎么办73.如何
防止人室抢劫74.困在电梯里怎么办75.遇到歹徒如何报警76.商场购物时如何防盗77.女孩子如何防止性
侵害78.吸烟成瘾怎么办79.如何防止孩子纵酒80.不可参与赌博81.遭到绑架怎么办82.遭到拐骗如何自
救83.出行时如何防盗84.途中遇到抢劫怎么办85.碰到陌生人给你东西怎么办86.如何防止诈骗87.痴迷于
电子网络游戏怎么办88.青少年如何远离毒品89.如何养成安全习惯《学法律常识》目录：一、未成年人
保护法1.没有正当理由，学校拒收孩子入学怎么办?2.教师体罚学生，负何种法律责任?3.学校能随意处
分、开除未成年学生吗?4.未成年人能参加工作吗?5.法律对未成年人有哪些特殊的劳动保护?6.父母离婚
，能将子女接受的馈赠分掉吗?7.未成年人也能享有著作权吗?8.未成年人触犯了刑法承担什么责任?二
、婚姻家庭法9.非法同居关系应一律解除吗?10.离婚时有过错方要不要赔偿?11.夫妻离婚时，怎样确定
子女归谁抚养?12.妻子卖掉的轿车能要求返还吗?三、继承法13.能继承女儿的遗产吗?14.养父母留下的
房屋谁能继承?15.胞兄的房屋可以由外人继承吗?16.赠与人不付钱，受赠学生该怎么办?17.故意不告知
赠与物有瑕疵致人损失要不要赔偿?四、收养法18.我们能收养这两名女孩吗?19.儿子失踪我能否收养未
成年人?20.离婚后收养关系还有效吗?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1.这类交易公平吗?22.如何对付不平等条
款?23.购物时被偷，消费者可否要求赔偿?24.超市搜身几时休?25.赠品出了问题怎么办?26.出租柜台人去
楼空。
商品质量找谁论说?27.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该告谁?28.消费者权益争议解决途径有哪些?六、合同
法29.退伙了还要承担合伙风险吗?30.发生经济合同纠纷后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解决?31.送货上门途中货物
受损，责任应由谁承担?32.长途汽车中途出故障，乘客有权退票吗?33.擅自放弃追偿权能不能获赔?七、
劳动法34.聘书可否视为劳动合同?35.职工患病离岗应获得哪些补偿?八、赔偿法36.孩子借钱谁来还?37.
债务人失踪所欠债务由谁偿还?38.合伙债务为何由一人清偿?39.股票能用于债权担保吗?40.债主能直接
占有抵押物吗?41.不动产可以留置吗?42.乘客受伤汽运公司应否赔偿?43.撞人无过错为何要赔偿?44.工程
款能优先受偿吗?45.因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是夫妻共同财产吗?46.把贷款转借给他人违法吗?47.存款被
冒领由谁负责?48.能否享有优先承包权?九、税法49.个人哪些收入须缴纳个人所得税?50.《个人所得税
法》规定哪些所得项目可以免税或减税?十、保险法51.保险人应承担哪些义务?52.旅游意外保险金额有
规定吗?53.车辆转卖要不要办理保险过户手续?54.雇主为雇工投保能否指定自己为受益人?55.这份由越
权代理人签订的保险合同有效吗?十一、城市房地产理法十二、民事诉讼法十三、着作权法十四、国爱
赔偿法十五、行政诉讼法十六、刑事诉讼法十七、刑法十八、妇女权益保护法十九、其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安机关刑事诉讼文书写作方法与>>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安机关刑事诉讼文书写作方法与>>

章节摘录

2.如何预防煤气中毒预防煤气中毒可说是个老话题，每到秋冬都会有人老调重弹，提醒人们注意预防
。
就是这样，煤气中毒事件仍屡屡发生。
一对夫妇因家中装修房屋，两人只好暂时挤在不足6平方米的小卧室内居住，夜间放一只煤球炉，门
窗紧闭。
次日早晨夫妻两人被人发现煤气中毒已死亡多时。
(1)冬季用煤球炉取暖，应安装排烟管道；用炭盆取暖或用未安装烟囱的煤球炉做饭取暖，要定时开窗
换气。
晚上要把炭盆、煤球炉搬出卧室，放到通风的地方。
(2)用煤气灶烧开水，壶水不能装得太满，防止水烧开时溢出将火熄灭；而煤气阀门未关，煤气泄漏容
易引起中毒。
每晚睡觉前最好检查一下煤气开关，厨房开一小窗，以防万一。
(3)一旦发现煤气中毒病人，首先打开门窗通风，迅速将病人抬离现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对呼吸微弱的病人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急送医院抢救。
(4)如果发现自己煤气中毒而无人相助，要尽一切努力去开窗或开门，并打急救电话。
如果实在没有力气开门，就爬到门口用鼻子和嘴对着门缝。
以便得到新鲜空气，延缓中毒，等待救援。
3.使用现代炊具应注意哪些问题现代炊具给人带来许多便利，但它们都有一定的操作规程，违反了操
作规程往往会出事。
所以在使用前，一定要认真阅读使用说明、规程操作。
才能保证安全。
这天，妈妈和爸爸在单位加班，只留下小英一个人在家。
起床后，小英便自己开始弄早餐。
她拿出一袋牛奶，一块面包，然后打开微波炉放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当她打开炉门准备取出牛奶和面包时，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幸好她反应敏捷，立即向后退了一步，但脸部的皮肤仍然被热气烫红了。
(1)在使用现代炊具前，对于新来的保姆或家中的大孩子，一定要手把手教会她(他)使用，直到熟练为
止。
凡是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事物一定要事事请教，不能想当然。
(2)使用高压锅前要检查排气管和防堵罩是否畅通。
锅盖要关到位，要和锅体扣紧，上下手柄要靠拢对齐。
点火加热，排气管冒气后再加阀。
限压阀排气时应减小火，保持限压阀均匀排气，直到食物煮熟。
开盖前应自然冷却降压或浇冷水加速冷却，压力消失后再取下限压阀，确定排气管不再排气时再打开
锅盖。
每次高压锅使用后应清洗排气管和防堵罩。
(3)购买微波炉必须购买合格产品，使用前应熟读说明书。
不可使用金属容器、不耐热玻璃、普通塑料容器、漆器、铝箔或木、竹、纸制品盛装食品。
加热有皮壳或膜的食品时，必须先剥去外壳，用又或牙签将膜刺破，防止加热过程中爆裂。
例如：鸡蛋要剥壳，做荷包蛋要刺破蛋黄和蛋白的膜：香肠皮要划破；苹果和马铃薯要去皮等。
为防止微波泄漏。
人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微波炉旁边。
(4)使用电饭锅时，要防触电的危险。
锅底要擦干，水不能进入电源插孔、电器内部。
烧煮食物时要经常观察，防止烧焦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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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中失火如何逃生大火之际，800~C～1000"C的热气和燃烧废气，眨眼之间就会弥漫楼上的过道。
楼上的人发现，就慌张地冲出，往往一进过道便倒地不起。
离火焰还远，他们就已丧命。
根据有关报道，葬身住宅火海的，有3／4是楼上的人，这是由于楼下起火，热气上升的缘故。
2003年，北京市某房主乱扔烟头导致家中起火。
房主发现后，慌乱中用枕头压火，火星飞溅，导致更大的火势。
当时楼道内全是烟，不久，就看到楼上有带火的塑钢窗框向下掉。
房间内一片漆黑。
房间东面的家具多被烧毁，墙壁部分被烧着，一片狼藉。
房主一看救火无望，只好顺着楼梯跑了出来，整个家被烧得所剩无几。
(1)选择最近的直通室外的通道、出口、消防电梯等。
(2)尽量避免对面人流和交叉人流。
(3)选择烟气尚未充斥的有新鲜空气的防烟楼梯间、封闭楼梯间、通道、走道和出口。
(4)选择通向疏散楼梯间的通道出口。
(5)处在着火层的应向下层逃生。
(6)处在着火层以上各层的应向室外阳台、楼顶逃生：如楼顶有水箱，可弄湿自己的衣服。
(7)如实在没有退路，可选择卫生间进行临时躲避。
(8)利用门窗逃生。
利用门窗逃生的前提条件是火势不大，还没有蔓延到整个住宅受困者比较熟悉燃烧区内的通道。
具体方法为：把被子、毛毯或褥子用水淋湿裹住身体，低身冲出受困区。
或者将绳索一端系于窗户的横框(或室内其他固定构件上。
无绳索时，可用床单和窗帘撕成布条代替)，另一端系于小孩或老人的两腋和腹部，将其沿窗放至地面
或下层窗121，然后破窗人室从通道疏散，其他人可沿绳索滑下。
如要破窗逃生，可用椅子砸或用脚踢破玻璃；如果必须用手破窗，先把手厚厚包裹；假如穿的是长袖
厚上衣，则可用手肘击破玻璃，把散落在窗沿的玻璃弄掉，然后，裹上毯子或衣物爬出去。
(9)利用阳台逃生。
在火场中，由于火势较大无法利用门窗逃生时，可利用阳台逃生。
有些高层单元住宅建筑一般每层相邻单元的阳台相互连通，受困时，可拆掉台间的分隔物，从阳台进
入另一单元，再进入疏散通道逃生；建筑中无连通阳台而阳台相距较近时，可将室内的床板或门板置
于阳台之间搭桥通过；如果楼道走廊已为浓烟所充满无法通过时，可紧闭与阳台相通的门窗，躲在阳
台上避难。
(10)火势封闭了通道时，可利用时间差逃生。
只要不是建筑整体受火势的威胁，局部火势一般很难致使住房倒塌。
利用时间差的具体逃生方法是人员先疏散至离火势最远的房间内，在室内准备被子、毛毯等，将其淋
湿，采取利用门窗逃生的方法，逃出起火房间。
(11)利用管道逃生。
房间外墙壁上有下水或供水管道时，有能力的人可以利用管道逃生。
这种方法一般不适用于妇女、老人和小孩。
5.如何防止触电当人体直接接触电流的时候，就会发生触电。
因为人体也是一种导电体。
“触电”就是电流通过人体，这时人感到全身发麻，肌肉抽动，以致烧伤；严重时，造成呼吸、心跳
停止而死亡。
一对12岁的双胞胎兄弟独自被爸爸妈妈留在家里，当哥哥开启电视时，因电视插座漏电，造成哥哥触
电。
此时，插头就在弟弟的身边，弟弟并没有马上拔掉电源，而是冲了上去拉哥哥，结果一场惨剧发生了
⋯⋯如果遇到不慎触电的情况，你该怎么办呢？
(1)不能超负荷用电，否则会引起跳闸断电，甚至更严重的是会导致电路短路从而引发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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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限定容量必须到相关部门办理申请手续。
(2)墙壁上接出来的多用插座都是通电的，千万不能用手指、小刀、钢笔等触、插、捅，那样是非常危
险的。
首先要关闭电源开关或拔掉电源插头，尽快脱离电源。
(3)不能在电线上晒衣服。
(4)在室外玩耍时，千万不要爬电线杆，也不要在电线杆附近活动。
大家在路上、野外或大风天气时，遇到落在地上的电线，一定要绕行，因为那可能是带着高压电的电
线，可以告诉成年人来处理。
(5)在雷雨天不要到高树及古老的建筑物下避雨，同时绝对不要将金属器物握在手中。
(6)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不要自己去检查和修理电路、电器；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
(7)应安装触电保安器，保险丝应与电器设备匹配，不能用粗铁丝、铜线代替保险丝。
(8)家庭配电线路宜有良好的与电线截面相同的保护接地线。
(9)水能导电，不要用湿手去摸电源插座、开关或擦拭灯泡、灯头，操作电器应在干燥的条件下进行。
(10)使用各种电器都要注意安全。
使用电熨斗、电吹风、电炊具时切勿离开，离开时一定要切断电源。
(11)不要把电线直接插接在插座上。
(12)插座应避免负载。
几件电器共用一个插座时，其加起来的功率应小于插座的负载率：大功率的电器用具插头不可插在照
明用的插座上，避免电流过载；空调机等应设专门的输电线路及保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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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法律常识懂防范意识》就上述的问题，编成一书，分法律和防范两部分，为朋友们提供切实的知
识和可操作方法。
漫长的人生过程，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棘手的事，如工作、生活中产生纠纷；孩子成长过程中人身安
全⋯⋯没有正当理由，学校拒收孩子入学怎么办?学校能随意处分、开除未成年学生吗?法律对未成年
人有哪些特殊的保护?未成年人触犯了刑法承担什么责任?孩子借钱谁来还?女学生如何防身遇到坏人跟
踪怎么办遇到敲诈、勒索怎么办网上交友应注意哪些问题为人父母必备法律读本这是一本让您即读即
可教孩子避免危险事情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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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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