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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教师安全素养高低对幼儿的生命安全有直接影响，是反映幼儿园安全的重要指标。本文从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

安全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了幼儿教师安全素养测评指标体系，从西安市各级各类幼儿园采集了211份有效样本，采用结构方程

技术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全意识对安全知识与安全能力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安全知识对安全能力也有显著

性正向影响，在安全意识对安全能力的显著性正向影响中，安全知识在其中起到中介效应。在培养幼儿教师安全素养时，应着

重考虑以下几点：完善幼儿教师职前职后教育，提高幼儿教师的安全意识；建立安全评价机制和考核标准，夯实幼儿教师的安

全知识；丰富安全培训内容和方式，提升幼儿教师的安全能力；健全安全风险管控机制，共同促进教师安全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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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System of Safety Literacy
of Preschool Teachers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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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evel of safety literac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life safety of children，and is an important indi⁃
cator reflecting the safety of kindergarte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preschool teachers’safety literac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afety awareness，safety knowledge and safety ability. It collects 211 effective samples from all kinds of
kindergartens in Xi’an，and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safety
awarenes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afety knowledge and safety capabilities，and safety knowledge also has a significant pos⁃
itive impact on safety capabilities. In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f safety awareness on safety capabilities，safety knowledge plays
an intermediate role in it. When developing the safety literac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the following poi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per⁃
fect pre- and post-service educa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improve the safety awarenes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establish safety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assessment standards to consolidate the safety knowledg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enrich safety training
content and methods to enhance the safety abiliti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improve the safety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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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joi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safety literacy.
Keywords:kindergarten teacher; safety literacy；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一、问题提出

校园应该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安全工作

事关广大学生健康成长和亿万家庭幸福［1］。近年

来，人为制造的安全风险频发，如北京红黄蓝幼

儿园、携程亲子园等虐童事件，安徽芜湖某幼儿

园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以及幼儿园常见意外事

故的发生，反映出了幼儿教师群体安全素养的不

足。2012年《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要

求幼儿教师“熟知幼儿园的安全应急预案，掌握

意外事故和危险情况下幼儿安全防护与救助的

基本方法”“要有效保护幼儿，及时处理幼儿的常

见事故，危险情况优先救护幼儿”［2］，幼儿教师安

全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幼儿健康安全。

新时代国家高度重视幼儿安全问题，对幼儿

教师的安全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

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健全学校

安全教育机制，将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

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安全教育与法

治教育有机融合，把尊重生命、保障权利、尊重差

异的意识和基本安全常识从小根植在学生心

中”［1］。然而，目前幼儿教师安全素养和保教能力

亟待提高。田腾、顾荣芳调查显示，幼儿教师作

为幼儿看护人知行的局限性，如主观臆断、情感

舔犊、行为失职大意等，与危险能量相互作用易

导致幼儿伤害事故的发生［3］；程秀兰、赵炎鹏发现

不同等级幼儿园在安全管理中，园长、保健医生

和后厨人员的安全意识与其他教职人员相比较

好，教师更愿意通过安全培训和日常学习增强安

全意识［4］。郭琴梅指出，教师对幼儿的不安全行

为视而不见，责任意识不强，安全专业能力不

足［5］。幼儿教师安全教育现实中的突出问题，表

现为幼儿园教师自身安全素养的不足，直接原因

是幼儿园教师职前教育环节中安全素养培养缺

失，导致幼儿教师应具备的保护幼儿生命安全意

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等方面的缺失。因此，

围绕幼儿教师安全素养的生成机理，构建幼儿教

师安全测评指标体系对幼儿教师的整体水平进

行测评，有利于探究在幼儿教师培养过程中影响

安全素养生成的因素和障碍，为提升幼儿教师的

安全素养提供依据和建议。

二、幼儿教师安全素养的内涵及指标构建

（一）幼儿教师安全素养的内涵

“素养”一词在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由于实

践而获得的能力，而“安全素养”英文“safety liter-

acy”它更多地被定义为一种特定能力范畴领域下

个体内在的整体表现。安全素养是指人们在长

期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为预防、避免、控制和消

除意外事故或灾害而形成的内在品质和能力的

总和［6］。幼儿教师安全素养是在幼儿园保教实践

中，幼儿教师为预防、应对、处置各类安全风险所

形成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总和，是幼儿教师必备

的专业综合品质，包括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

全能力三部分。

安全意识是人们头脑中建构起来的关于安

全的观念，是对生产生活中各种对自己或他人造

成伤害的外在环境条件的一种戒备和警觉的心

理状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

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

放在工作的首位。”这指明了安全工作是幼儿园

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摆在每一位幼教工作者面

前的头等大事。基于上述认识，安全意识维度从

自我保护意识、安全防范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三

个方面进行考察。

安全知识是员工在进行工作时，所具备的应

对工作中所出现的各类安全状况的知识贮备［7］。

人们从各个途径中获得的经过提升总结与凝练

的系统的安全认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

行）》中指出，“幼儿教师要熟知幼儿园安全应急

预案，掌握意外事故和危险情况下幼儿安全防护

与救助的基本方法”［2］。《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

儿园教职工必须掌握基本急救常识和防范、避

险、逃生、自救的基本方法，在紧急情况下应当优

先保护幼儿的人身安全［8］。基于上述认识，安全

知识维度从公共安全知识、安全法律知识、安全

急救知识和安全管理知识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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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能力是人们在应对安全风险时所体现出

来的内在品质和综合素质，是安全意识和安全知

识内化于个体的集中体现，《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

理办法》指出“学校应当制定教职工安全教育培训

计划，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使教职工熟悉安全规

章制度、掌握安全救护常识，学会指导学生预防事

故、自救、逃生、紧急避险的方法和手段”［9］。《幼儿

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教师要有效保

护幼儿，及时处理幼儿的常见事故，危险情况优先

救护幼儿”［2］。基于上述认识，安全能力维度从安

全防范能力、隐患排查能力、危机处理能力和安全

教育能力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二）幼儿教师安全素养测评指标构建

基于幼儿教师安全素养内涵分析，结合《幼

儿教师专业标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小

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等政策文本，本研究

拟将幼儿教师的安全素养分为安全意识、安全知

识、安全能力三个一级指标，具体见表1。
表1 幼儿教师安全素养测评指标体系

潜在变量

安全意识

安全知识

安全能力

观测变量

p1自我保护意识

p2安全防范意识

p3安全责任意识

p4公共安全知识

p5安全法律知识
p6安全急救知识

p7安全管理知识

p8安全防范能力

p9隐患排查能力

p10危机处理能力

p11安全教育能力

释义

生活中具有高度的危险识别性和警惕性

在生活和工作中对危及幼儿安全的事件有高度的警觉性，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具有排
查和预防意识

时刻以“幼儿”为中心，保护幼儿生命安全

包括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公共卫生、意外伤害、自然灾害、网络信息安全及影响学
生安全的其他事故或事件六个模块

校园安全法律法规、幼儿园安全政策法规等
针对幼儿常见的意外伤害所具备的急救常识

幼儿园安全风险的防范、管控和处置

对危险源进行识别、风险评估和分级管控风险

排查风险管控过程中出现的缺陷、漏洞和失控环节

应对幼儿园内外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培养幼儿安全意识、丰富幼儿安全知识、提升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三、幼儿教师安全素养的整体测评

（一）研究设计

1.问卷调查描述统计

本研究依据所构建的幼儿教师安全素养测

评指标体系，从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能力

三个维度十一个方面编制了《幼儿教师安全素养

测评问卷》。问卷共由三部分组成，题型由单选、

多选与排序题相结合。本研究选取西安市不同

级别和不同类型的幼儿园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

220份，有效回收211份，有效回收率为96%。本

次问卷样本特征见表2。
表2 描述性统计

名称

岗位

主班教师

辅班教师

保育员

频率

83

104

24

百分比
(%)

39.3

49.3

11.4

累积百分比
（%）

39.3

88.6

100

教龄

学历

专业

0-2年

3-5年

6-10年

10年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高职高专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学前教育

其他教育专业

其他

105

45

26

35

2

9

68

125

5

175

31

5

49.8

21.3

12.3

16.6

0.9

5.3

32.2

59.2

2.4

82.9

14.7

2.4

49.8

71.1

83.4

100

0.9

9

37.4

96.7

99.1

82.9

97.6

100

2.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了KMO and Bartlett's Test 检验问卷

效度。效度（Validity）是指通过测量工具或手段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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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事物的程度。KMO and

Bartlett’s检验结果表明，KMO值为0.896，接近于

1，因此适合做因子分析。球形 Bartlett检验结果

显著（近似卡方值为 1641.616，自由度为 55，p=

0.000<0.05），说明调查问卷样本数据有效，本文

测量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随后，采用主成分

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通过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

法，a旋转在4次迭代后已收敛，对幼儿教师安全

素养提取出三个公共因子，提取载荷平方和“安

全意识”5.917，“安全知识”1.684，“安全能力”

1.148都大于1，每个因子都是有效因子，总方差

累积量为79.532%，表明数据的信息提取程度比

较高，能较全面诠释表中各因子的特征，潜在变

量可以用提取的三个公因子来解释，p1，p2，p3，

构成了第一因子安全意识，p4，p5，p6，p7构成了

第二因子安全知识，p8，p9，p10，p11构成了第三

因子安全能力，因子归类正确。

为了进一步检验度量工具所测得的数据结

果的可靠程度，即信度（reliability），本研究通过

Cronbachs’alpha系数对问卷信度水平进行检验，

它能够准确地反映量表内部结构的良好程度。

一般来说，Cronbachs’a值大于0.8，表示信度非常

好，介于0.7与0.8之间表示较为理想，介于0.6与

0.7 之间则表示信度可以接受，但如果 α Cron-

bachs’alpha值低于0.6就要考虑重新修订问卷并

且重新发放问卷。本文采用SPSS22软件对量表

和三个公因子进行了信度检验，所得结果如表3

所示，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a为

0.914，其中“安全意识”为0.898，“安全知识”为

0.893，“安全能力”为0.918，表明幼儿教师安全素

养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水平。

表3 幼儿教师安全素养信效度检验

名称

安全意识 0.898

安全知识 0.893

安全能力 0.918

克隆巴
赫系数

因子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总克隆巴
赫系数

0.914

因子分析
因子载荷

0.831

0.854

0.850

0.833

0.836

0.820

0.834

0.837

0.821

0.840

0.837

（二）结构方程建模

本文根据前文对样本数据信度、效度检验结

果，用Amos 22.0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的

分析方法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对构建的理

论模型以及所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应用结构

方程模型进行行分析验证时，良好的模型适配度是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必要条件。常用的指标包

括NFI，RFI，IFI，TLI，CFI等，这些指标的取值范

围一般介于0-1之间，越接近1表示模型适配度

越好，越接近0表示模型适配度越差。通常要求

这些指标均应至少达到0.9。

本文运用Amos 22.0软件对修正后的模型进

行计算，得到模型拟合关键指标，如表4所示。根

据拟合良好的标准，RMSEA 小于 0.05，NFI 为

0.975，TLI为0.999，CFI，GFI 等都大于0.90，表明

模型通过了拟合度检验，可根据该模型对幼儿教

师安全素养影响机理进行分析。
表4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统计检验量

拟合标准

RMSEA

0.01<0.05

CFI

0.999>0.9

IFI

0.999>0.9

RFI

0.966>0.9

NFI

0.975>0.9

TLI

0.999>0.9

为了分析呈现幼儿教师安全素养的关键成

分与影响因子的关联和作用机制，本研究利用

Amos 22.0软件生成结构方程模型，得出具有路径

系数的结构方程模型图，即幼儿教师安全素养结

构方程模型图，如图1所示。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系数值表明了一个

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影响作用的大小。本研究修

正后的假设检验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1）安全意

识到安全知识的路径系数为0.494，检验统计量的

临界值C.R=6.895，系数为正，且P值为三星显著，

说明安全意识对安全知识有正向影响；（2）安全

知识到安全能力的路径系数为0.283，检验统计量

的临界值C.R=3.899，系数为正，且P值为三星显

著，表明安全能力对安全知识有正向影响；（3）安

全意识到安全能力的路径系数为0.503，检验统计

量的临界值C.R=6.768，系数为正，且P值为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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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说明安全知识对安全意识有正向影响。

图1 幼儿教师安全素养结构方程模型图

表5 路径系数表

安全知识

安全能力

安全能力

<---

<---

<---

安全意识

安全知识

安全意识

Estimate

0.494

0.283

0.503

S.E.

0.072

0.073

0.074

C.R.

6.895

3.899

6.768

P

***

***

***

为了更直观了解模型效果，在研究中先后对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作了测算，具体估

算结果如表6，7，8所示。
表6 总效应结果

安全知识

安全能力

安全意识

0.494

0.643

安全知识

--

0.283

从总效应结果看，安全意识对安全知识系数

为0.494，安全意识对安全能力系数为0.643，安全

知识对安全能力系数为0.283，都为三星显著，说

明安全意识对安全知识为显著性正向影响，安全

意识对安全能力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安全知识对

安全能力有显著性正向影响。
表7 直接效应结果

安全知识

安全能力

安全意识

0.494

0.503

安全知识

--

0.283

在直接效应结果上，安全意识对安全知识

的检验结果与总效应结果相同，安全知识对安

全能力的检验结果与总效应结果相同，安全意

识对安全能力的系数上有差异，安全意识对安

全能力的系数有所下降，为 0.503，P 值还是为

三星显著，说明安全意识依旧对安全能力有显

著性正向影响。

在间接效应结果上，安全意识对安全能力系

数为0.14，系数为正，且P值为三星显著，说明间

接效应上，安全意识对安全能力有正向影响，影

响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8 间接效应结果

安全知识

安全能力

安全意识

--

0.14

安全知识

--

--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本研究对构建幼儿教

师安全素养的关键因子的关联路径进行如下

讨论。

1.安全意识对安全知识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

响，幼儿教师安全意识的提升能够直接促进幼儿

教师安全素养中安全知识储备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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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幼儿教师安全素养测评状况

结合测评结果实际来看，样本区域中幼儿教

师安全素养的整体水平偏低，但是，安全素养各

维度内部差异较大。由图2呈现的幼儿教师安全

素养各维度得分显示，幼儿教师安全意识处于较

高水平，平均得分为0.738，表现较好。其中，自我

保护意识得分为 0.785，安全防范意识得分为

0.69，安全责任意识得分为0.74，说明安全作为幼

儿园工作的生命线，大部分幼儿教师具有安全保

护、防范和责任意识。

从测评结果看，安全知识平均得分为0.592，

其中，公共安全知识得分0.62，安全法律知识得分

为0.527，安全管理知识得分为0.461，安全急救知

识得分为0.772。安全管理知识和安全法律知识

平均分未达到及格水平，安全意识整体水平较

高，但安全知识总体测评水平欠佳。主要原因是

幼儿园教师职前培养环节对学生安全知识体系

的建构缺乏系统性，职后幼儿园安全培训虽然有

效增强了教师的安全意识，但是幼儿教师安全知

识的建构较为被动和零散。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幼儿教师职前培养中，

很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缺失专门

的幼儿园安全管理课程，学校开设的学前课程

中，涉及安全管理、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急救等知

识的课程，分布在诸如《学前卫生学》《学前儿童

健康》《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等课程中，安全教

育内容覆盖面窄、缺乏系统性。

2. 安全知识对安全能力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安全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知识的获得，安全

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安全知识掌握的多寡

安全能力是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内化后的

集中体现，是在对安全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中获得

的，表现为个体应对安全风险时所体现出来的心

理特征。测评结果显示（图2），幼儿教师在危机

处理能力、隐患排查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方面得

分偏低，从其相联系的安全知识来看，幼儿教师

在安全管理和安全法律知识掌握方面的表现欠

佳，均低于及格水平0.60。

安全管理知识主要是幼儿园安全风险防范、

管控和处置的相关要求、具体内容和基本方法。

幼儿园安全风险防范知识直接支撑安全防范能

力，表现在对幼儿园人防、物防和技防标准的熟

悉、安全管理检查清单的掌握、安全管理主体责

任的明确、工作流程的遵守和应急处理预案的制

定等方面；幼儿园安全风险管控知识直接支撑隐

患排查能力，包括幼儿园危险源辨识、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等内容；幼儿园安

全风险处置和幼儿园安全法律知识支撑危机处

理能力，主要体现在对幼儿园安全事故的应对、

责任追究和处理，以及幼儿园舆情处置方面。

调查结果说明，幼儿教师安全管理知识和安

全法律知识的欠缺是幼儿教师在实践中危机处

理能力、隐患排查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明显不足

的直接原因。调研发现，幼儿园安全管理和安全

法律知识储备的不足，幼儿教师安全素养培育过

程中的“短板”，安全知识掌握的不全面影响了安

全能力的内化。

3. 安全意识对安全能力具有显著性正向影

响，安全知识在其中起到中介效应。这说明安全

意识与安全能力之间存在着连接的桥梁，促进安

全素养的有效提升

安全意识的增强并不能直接提升幼儿教师

的安全能力，安全能力的获取需要通过安全知识

的习得和内化。从问卷测评结果可知，幼儿教师

安全能力平均得分为0.423，整体水平较低，其中

安全隐患排查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得分未达到

及格线，分别为0.413，0.409，而安全教育能力表

现较好，得分为0.743。俗话说“思为行之始，行为

思之成”，安全意识是安全行为的先导。在安全

管理中，往往有良好的安全意识，才能更好地规

范自己的行为。而安全意识的提升是以安全知

识储备为前提，“无知者无畏”的背后则是缺乏正

确的安全知识，这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幼儿教师安全素养形成受到职前培养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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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培训的双重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职前培养阶

段，因高校未将“幼儿园安全管理”课程纳入学校

课程体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安全知识的习得

较为零散，难以建构起基于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

的系统知识体系，不利于学生安全能力的塑造和

内化。职后培训阶段，幼儿园开展安全培训的频

率不高，每学期开展安全方面培训的幼儿园占

65.02%，开展安全培训形式多以讲座和观看视频

的形式进行，培训形式较单一。

可见，幼儿教师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通过

幼儿教师安全知识的完全中介作用产生影响。

这说明安全知识在幼儿教师安全素养构建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有助于在安全管理实践中，通过

提高幼儿教师安全知识等手段来提升幼儿教师

整体安全素养，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幼儿教师职前

职后教育。因此，由于安全知识的完全中介效

应，系统掌握安全知识是安全素养形成的基础。

重视幼儿教师职前培养阶段安全管理类课程的

开设，夯实职后安全知识培训工作尤为重要。

（二）研究建议

1.完善职前和职后教育，提高幼儿教师的安全意识

人为因素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其中安全

意识淡薄是罪魁祸首。幼儿教师安全素养的形

成，必须首先加强幼儿教师安全意识的培养，营

造职前到职后重视安全管理工作的氛围。具体

措施如下：职前培养阶段重视对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幼儿园安全管理基础理论知识的夯实，通过课

程设置建构系统完整的幼儿园安全管理理论体

系，培养学生安全管理的基本思维和意识，主动

建构幼儿园安全管理知识图谱。职后培训阶段，

幼儿园负责人必须把幼儿园安全风险防范放到

战略层面，顶层设计系统部署，有计划地开展幼

儿园安全管理工作，特别针对当前幼儿教师隐患

排查、安全防范和危机处理能力较低等问题，带

头定期开展针对幼儿园安全工作的业务培训，结

合幼儿园工作实践，提高安全演练的实效性，在

真实情境中领悟安全知识，内化为安全能力。

2.建立评价机制和考核标准，夯实幼儿教师

的安全知识

幼儿教师的安全素养作为幼儿教师必备的

一种专业素养，其形成的基础是系统地掌握安全

基础知识。调研结果来看，幼儿教师安全知识的

短板主要是安全管理和安全法律知识，这既与职

前学校安全教育课程设置不全面和不系统有关，

也与职后对幼儿教师安全知识掌握缺乏评价机

制和考核标准有关。无论是幼儿教师职前培养

还是职后培训，院校和幼儿园更多侧重于幼儿教

师五项教学技能的考核，而缺少对幼儿教师安全

素养的考评，这一考核导向不利于幼儿教师安全

素养的形成。一方面，在幼儿教师教育的职前培

养中，通过人才培养目标的设置，明确对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掌握幼儿园安全风险防范知识的要

求，建立健全幼儿园安全管理课程内容体系；另

一方面，幼儿园应当对安全工作进行规范管理，

明确教师的岗位安全责任，落实安全工作持证上

岗制度，落实全员的安全责任，加强安全工作的

考核，将安全教育培训作为教师岗位培训和继续

教育的必要内容，纳入个人工作绩效考核。

3.丰富培训内容和方式，提升幼儿教师的安全能力

安全能力的提升需要通过安全知识的中介

作用实现。调查发现，目前幼儿园安全培训侧重

于幼儿安全教育活动指导的培训，轻视对幼儿教

师安全风险防范能力的培训，特别是针对于幼儿

园安全风险防控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及预防

策略缺乏系统的指导，有关幼儿园安全事故处理

及法律追责的系统培训相对薄弱。培训方式以

传统讲授法偏多，缺少专业指导和体验操作。这

是导致调查中幼儿教师危机处理、隐患排查和安

全防范能力欠缺的直接原因。结合《中小学幼儿

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

35号）》要求，幼儿园在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

安全应急机制的同时，应着力拓展安全培训内

容，改进安全培训方式，至少每学期开展一次针

对安全风险防控、应急处理和相关法律知识的教

育培训，诸如急救知识和技能、安全知识等纳入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内容，鼓励和支持新任教师

取得初级急救知识技能证书。

4.健全安全风险管控机制，共同促进教师安

全素养的提升

首先，完善学校安全预警和风险评估制度。

指导学校健全风险评估和预防制度，建立台账制

度，定期汇总、分析学校及周边存在的安全风险

隐患，分级分类管控风险。其次，落实安全管理

主体责任。实行园长负责制，健全园内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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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机构，完善日常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加强对

校内日常安全管理，倒逼幼儿教师加强安全防控

知识学习，做到职责明确、管理有方。再次，幼儿

园要组织全岗位摸排校园安全风控点及危险源，

强化幼儿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岗位覆盖、全

过程监督，实现幼儿园安全风险的网格化和实名

制管理，营造安全校园氛围，形成广泛参与的学

校安全保护网，通过机制构建促进幼儿教师安全

素养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

系建设的意见［EB/OL］.http://www.moe.gov.cn/jyb_xxgk/

moe_1777/moe_1778/201705/t20170502_303493.html

［2］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EB/OL］.http://www.moe.gov.

cn/srcsite/A10/s6991/201209/t20120913_145603.html

［3］ 田腾，顾荣芳.幼儿意外伤害发生规律探析——基于

1315个案例的实证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9（12）:

67-71.

［4］ 程秀兰，赵炎朋.幼儿园安全管理的现状、问题及解决

对策［J］.学前教育研究，2018（12）:3-13.

［5］ 郭琴梅.幼儿园安全教育的现状与对策分析——以泉港

区幼儿园为例［J］.儿童发展研究，2013（1）:67-69，54.

［6］ 邢艳芳.中学校长安全素养测评研究［D］.临汾：山西师

范大学，2015.

［7］ 周波，李贤功，汪伟忠.煤矿企业员工安全知识能力分

析［J］.煤炭工程，2012（9）：137-139．

［8］ 幼儿园工作规程［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

A02/s5911/moe_621/201602/t20160229_231184.html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EB/OL］.http://www.moe. gov. cn/srcsite/A02/s5911/moe_

621/200606/t20060630_180470. html.

［责任编辑 任丽平］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