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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克服老乡观念和哥们义气,不参与团团伙伙,不参与打架斗殴,做文明的大学生。

第二节 预防性侵害

在校园中,女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华,但同时又缺少安全防范意识,她们成了犯罪分子性

攻击的主要对象。校园内发生的性侵害严重危害女大学生人身安全,影响她们健康成长,对
她们心理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有以下特征的女生易受到非法性侵害:作风轻浮、精神空

虚、寻求刺激的;贪图钱财,对性诱惑抵制力不强的;文静懦弱、自卫能力不强的;单独行动、
孤立无援的。

一、校园中性侵害案件的主要方式

(一)强迫的方式。主要是采取暴力手段或利用凶器进行威胁,对女生进行性侵害。暴

力侵害的主体比较复杂,有的是社会上的犯罪分子,也有些是校园内部人员。这些人经常混

入教学场所、女生宿舍楼或在校园偏僻处伺机作案;也有的本是以抢劫盗窃为目的,见女生

过于软弱发展为强奸犯罪。
(二)交友的方式。借交朋友的方式,向女方提出非分的要求。还有的是因恋爱破裂或

单相思,走向极端,发展为暴力强奸。
(三)骚扰的方式。主要是指社会上的非法人员结伙闯入校园,寻衅滋事,或是校内某些

品行不端的人在变态心理的驱使下,对女生进行各种骚扰活动。一旦有机可乘,就会发展为

强迫式性侵害。
(四)胁迫的方式。主要是指某些心术不正者,或是利用受害者有求于己的处境,或是抓

住受害人的个人隐私、某些错误等作为把柄,进行要挟胁迫,使其就范。
(五)社交引诱的方式。这种犯罪行为的主体多是受害人的相识者,与受害人有社会交

往,利用机会或创造机会把正常的社交引向性犯罪。
(六)欺骗的方式。主要是指男性用许诺、说大话、说谎话等手段骗取女生的信任,最后

达到性侵害的目的。

二、性侵害的预防

女大学生预防性侵害,要从我做起,要树立预防性侵害的意识,加强自防自卫。具体要

做到以下几点:
(一)夜间出行危险性大,因此要多走明亮、往来行人较多的大道;结伴而行,不要单独

行走。
(二)尽量少和陌生人交往,遇有陌生人纠缠要尽快摆脱。
(三)在与异性朋友交往中,要有原则分寸,把握好尺度。
(四)有的高校保卫部门提供对女生夜间校园内护送服务,如有需要可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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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体育运动安全

一、体育器械伤害的预防

在体育锻炼中经常会涉及到体育场地或者器械伤害人体的事故。如场地不平整,容易

威脚,扭伤脚踩;投掷器械时不注意会砸、扎伤人;单双杠螺钉松动、器械不牢固,人容易从器

械上摔下来受伤。因此,在体育锻炼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参加体育锻炼时一定要先做好准备活动,使身体逐渐进入运动状态,防止人体没有活

动开,肢体僵硬,导致器械碰伤、撞伤。

2.参加体育锻炼时尽量选择平整的场地。如果在不平整的场地锻炼时,要始终保持脚

踝的一定紧张度,防止踏踩在不平的地方脚踩松弛造成扭伤。通过锻炼提高脚踝的力量,也
可以防止在不平整的场地上扭伤脚踝。

3.参加投掷项目的锻炼时,要注意观察器械下落地区的情况,有无行人穿过,确定安全

后再将器械投出手。一些通过旋转技术投掷的器械,如掷铁饼等,一定要在有护笼的场地里

进行投掷,防止铁饼出手飞行的落点超出预定的范围。

4.使用单双杠、杠铃等器械进行锻炼时,要先检查器械的螺钉、卡扣等是否牢固,避免发

生意外。

5.在球类运动中,不要强迫自己做出没有练习过的动作。要注意防止头顶足球时砸在

鼻子或者眼睛上,使鼻子出血、眼睛撞伤;防止打篮球抢篮板球时手指挫伤,打排球传球时手

指扭伤等。只要通过锻炼,技术熟练了,球性提高了,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或防止以上各

种受伤的发生。

6.参加长跑运动时要选择穿比较松软的衣服、运动鞋,防止穿不合适的衣服、鞋在跑步

中磨破皮肤或脚趾。

7.参加滑冰或滑雪运动时,要注意在失去平衡时顺势摔倒、团身,保护自己。不要用硬

力对抗,防止由于冰刀、雪杖的碰撞、击打而意外受伤。

二、游泳安全注意事项

游泳是许多人比较喜欢的体育运动项目,也是学校体育课中要进行的主要教学项目之

一。大学生游泳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了解游泳场所的情况,确定是否安全。一般的情况下,游泳场所应该有救生条件、卫
生设施以及较为严格的管理措施,这才是比较安全的游泳场所。

2.游泳入水前应该先做准备活动,活动身体,适应水温,然后再下水游泳。

3.学习游泳时一定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完成各个环节,从熟悉水性、漂浮、换气、
划水,到学会一种游泳的姿势,然后再扩展到学习各种游泳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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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论是游泳的初学者还是游泳的熟练者,在游泳的过程中都严禁在水中打闹、嬉戏。
否则,非常容易将水珠吸入气管或者肺部,通常称作“呛水”。由于呛水后气管被水堵住,人
体失去呼吸的条件,很容易造成大脑缺氧性休克,直接导致死亡。

5.游泳中,如果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应该马上离开水池,上岸缓解或接受救护。

6.自然水域的游泳安全系数比较低,初学者不要独自到自然水域中去游泳。已经学会

游泳的爱好者,到自然水域游泳时要结伴前往,首先要了解该处是否允许游泳;在允许游泳

的情况下,要弄清水域的情况,由浅水处熟悉环境,逐渐向深水域过渡;不要在不熟悉的自然

水域中潜泳或者跳水。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一般不要到江河、湖泊、水库、池塘里游泳,更
不要到禁止游泳的水域游泳,以免发生意外。

7.在海水中游泳时,由于海水的浮力比淡水大,游泳时会感觉比较轻松。但是海水的水

域情况比较复杂,一定要正确估计自己的水性,量力而行;体力和技术不强的,不要到深水区

域游泳;同时只能在固定开放的海水浴场游泳,不要到情况比较复杂的浴场外游泳,避免发

生意外事故。

三、心源性猝死的原因及预防

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中发生心源性猝死的现象并不常见,但其发生的后果比较严重,可
以导致生命受到威胁,直至死亡。在建国50多年的学校体育活动和体育课中,全国每年均

有猝死发生,概率统计一般在千万分之一以内,大中小学生一年的死亡人数大约在几十人。

(一)心源性猝死的原因

在正常情况下,一般健康人的心脏可以承受较大的运动负荷。安静时人的心率大约在

70-80次/分 ,最大强度运动时能够达到180次/分 ,这种心率变化的幅度说明人的心脏功

能是比较强大的,能够适应人体从安静到大运动量状态的大幅度变化。随着运动的结束,经
过休息,心率会逐渐恢复到安静时的状态。人体心脏的这种休息、工作节律的变化及自我调

整,保证了人体的健康。
正常的人体有一颗健康的心脏,参加体育运动时一般都不会发生心源性猝死,而健康的

心脏只有通过体育锻炼来获得并增强。凡是不喜欢参加体育运动,或很少参加体育运动的

人,一般情况下心脏功能都比较弱。
心源性猝死是指由于各种心脏原因引起的自然死亡,发病突然、发展迅速,一般死亡发

生在症状出现后1小时内。病发后心脏停止收缩,失去排血功能,医学上称为心脏骤停。这

类心律失常自行转复可能性很小,但如能及时救治,部分患者可成功复苏。常见的心源性猝

死一般有以下3种情况。

1.有心脏方面疾病隐患(如冠心病、心肌病等)的人在运动时可能会出现心源性猝死。

2.心脏功能较弱的人参加体育锻炼时,选择了不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体育项目和较大的

运动负荷。在运动时,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停止运动,在休息中让心脏逐渐恢复,一般不会

发生问题。但是,往往在运动时,有的同学逞强好胜,不能量力而行,结果导致心脏没有能力

供血,造成突然休克,心脏和大脑缺血、缺氧性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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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脏比较健康的人,在大强度连续工作、“开夜车”没有休息好或患有感冒发烧等疾病

后,心脏的疲劳没有恢复,功能已经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强度较大的体育锻炼活动时,
也容易发生意外,导致猝死。

(二)预防心源性猝死的方法

1.应对自己的心脏功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通过医学检查,了解自己是否有先天性的

心脏疾病隐患。除了医学检查之外,还可以通过人体运动负荷的生理检查,对自己的心脏进

行一个评定。

2.参加体育运动时应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如果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心率变化稳

定,说明处于健康的状态中;如果脸色发白,身体感觉不适,嘴唇发紫,心率不齐,就应该停止

运动,避免发生意外。

3.参加体育锻炼贵在坚持,量力而行。运动负荷量应该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只要能够

通过长时间坚持锻炼,增强了心脏功能,有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就可以避免心源性猝死的

发生。

4.健康的人也需要很好地休息,保证自己的心脏能够通过休息恢复到最好的工作状态

后,才能参加激烈的体育运动。

5.在参加较大强度运动时,不要突然停止,避免在运动时血液集中在腿部肌肉中较多而

使大脑短暂性缺血发生突然昏厥休克。在夏季气候炎热的条件下锻炼,身体出汗较多,要及

时补充水,防止体液流失后补充不足造成失水过多后的运动休克。

6.多选择一些户外有氧运动,多吸入一些新鲜空气,对保证心脏为人体供血、供氧充足、
避免发生运动中的意外猝死也有一定的帮助。

四、校内参加各项活动的注意事项

(一)在操场上运动的自护措施

1.准备:换胶底鞋,防滑并且增加弹性。女生摘掉发卡等饰物,衣兜不装东西。全身准

备活动,以防肌肉拉伤、扭伤。

2.服从:在教师指导下再做器械运动,投掷运动要听口令,闪开跑道以免冲撞。

3.严肃:运动时若嘻嘻哈哈,容易扭伤颈部,会伤害脊柱或大脑。

4.处理:一旦受伤,不要着急,乱搬乱揉会加重伤势,要请校医来处理伤口,伤情彻底养

好再运动。

(二)课间活动的注意事项

在每天紧张的学习过程中,课间活动能够起到放松、调节和适当休息的作用。课间活动

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

1.室外空气新鲜,课间活动应当尽量在室外,但不要远离教室,以免耽误下面的课程。

2.活动的强度要适当,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以保证继续上课时不疲劳、精力集中、精神

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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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的方式要简便易行,如做操、游戏等。

4.活动要注意安全,要避免发生扭伤、碰伤等危险。

(三)上体育课时衣着上的注意事项

上体育课大多是全身性运动,活动量大,还要运用很多体育器械,如单双杠、铅球等,为
了安全,上课时衣着有一定的讲究。

1.上衣、裤子口袋里不要装钥匙、小刀等坚硬、尖锐锋利的物品。

2.不要佩戴各种金属的或玻璃的装饰物。

3.头上不要戴各种发卡。

4.尽量不要戴眼镜。

5.不要穿塑料底的鞋或皮鞋,应当穿球鞋或一般胶底布鞋。

6.衣服要宽松合体,最好不穿钮扣多、拉锁多或者有金属饰物的服装。有条件的应该穿

着运动服。

(四)上体育课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体育课上的训练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安全上要注意的事项也因训练的内容、使用的

器械不同而有所区别。

1.短跑等项目要按照规定的跑道进行,不能串跑道。这不仅仅是竞赛的要求,也是安全

的保障。特别是快到终点冲刺时,更要遵守规则,因为这时人身体的冲力很大,精力又集中

在竞技之中,思想上毫无戒备,一旦相互绊倒,就可能严重受伤。

2.跳远时,必须严格按老师的指导助跑、起跳。起跳前,前脚要踏中木制的起跳板,起跳

后要落入沙坑之中。这不仅是跳远训练的技术要领,也是保护身体安全的必要措施。

3.在进行投掷训练时,如投手榴弹、铅球、铁饼、标枪等,一定要按老师的口令进行,令行

禁止,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这些体育器材有的坚硬沉重,有的前端装有尖利的金属头,如果

擅自行事,就有可能击中他人或者自己被击中,造成受伤,甚至发生生命危险。

4.在进行单、双杠和跳高训练时,器械下面必须准备好厚度符合要求的垫子,如果直接

跳到坚硬的地面上,会伤及腿部关节或后脑。做单、双杠动作时,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使
双手握杠时不打滑,避免从杠上摔下来,使身体受伤。

5.在做跳马、跳箱等跨跃训练时,器械前要有跳板,器械后要有保护垫,同时要有老师和

同学在器械旁站立保护。

6.前后滚翻、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垫上运动的项目,做动作时要严肃认真,不能打闹,以
免发生扭伤。

7.参加篮球、足球等项目的训练时,要学会保护自己,也不要在争抢中蛮干而伤及他人。
在这些争抢激烈的运动中,自觉遵守竞赛规则对于安全是很重要的。

·82·



第三章 财产安全

第一节 大学生在校园里财产被侵犯的主要形式

一、盗窃

盗窃是大学校园里的多发性案件,一般占高校中发生案件的80%以上。
在大学里,大学生的以下三类物品容易被盗。一是现金、存折、汇款单和银行卡等。二

是贵重物品。近年来被盗的贵重物品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需要指出的是,几
十年来,自行车一直是盗窃的重点目标,被盗数量不断增长。三是衣物等生活用品或学习

用品。
在大学校园里,学生宿舍、教室、图书馆、食堂、运动场馆等公共场所是学生财产容易被

盗的重点场所。

(一)盗窃分子盗窃大学生宿舍财产的主要手段

1.顺手牵羊。窃贼乘主人不备,将放在桌上、床上的笔记本电脑、钱包、手机、手表及电

子词典、随身听等或将晾晒在阳台、走廊中的衣服偷走。

2.入室盗窃。窃贼撬门或翻窗入室,将贵重物品尽数盗走。

3.先窃钥匙,再盗物品。先设法窃取学生宿舍的钥匙,然后尾随学生认清他(她)的宿

舍,再趁宿舍无人之际用钥匙开门,进行盗窃。

4.以虚假身份骗取信任后,进入学生宿舍,甚至住进学生宿舍,然后伺机盗窃。

(二)盗窃分子在公共场所盗窃大学生财产的主要手段

1.顺手偷走。趁学生上厕所、借还书刊、购买饭菜等暂时离开教室、阅览室、餐厅座位之

机,将学生留下的手机、书包、学习用品、衣物等偷走。

2.翻包掏兜。趁学生人包短时分离之机,或者趁学生在运动场锻炼身体,衣物、书包放

在场边之机,翻书包、掏衣兜,将其现金和贵重物品偷走。

二、抢劫和抢夺

抢劫和抢夺是大学生财产被侵犯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危害大学生财产安全的主要违

法犯罪行为。据分析统计,可以概括出近年来涉及高校师生的抢劫案件有以下特点。
(一)抢劫案件仍时有发生,甚至有入室抢劫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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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害人多数是学生,同时伴有人身伤害。
(三)发案时间主要在夜晚,大多数发生在校园内。
(四)被抢劫物品主要是现金、手机等。

三、诈骗

高校发生的诈骗案件的主要形式有:借熟人关系进行诈骗;以中介为名进行诈骗;以遇

到某种祸害急需别人帮助的名义进行诈骗;还有的是先以小利取信,再行诈骗。诈骗的特

点,是编造出种种谎言,制造出各种假象,骗取受害人的信任,在受害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受

害人或者受害单位的公私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最近,又出现了新的诈骗形式———用发短信

的方法骗取银行卡持有人的钱财。这类案件,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不断发生。

第二节 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大学生财产被侵犯,客观原因是犯罪分子的存在,并且实施了盗窃、抢劫、抢夺、诈骗等

行为;主观原因是一些大学生缺乏防范意识,思想麻痹大意。违法犯罪分子盗窃大学生财产

之所以屡屡得手,主要是利用了学生保管现金和贵重物品上的一系列漏洞。一是现金、贵重

物品常常放在明处,容易被偷窃;二是思想麻痹,放松警惕,被人拿走自己的现金、贵重物品、
衣物时,往往不能及时发觉;三是离开宿舍时不锁门、不关窗,睡觉时不插门、不关窗,给犯罪

分子以可乘之机。
大学生要增强个人财产的保护意识,要牢固树立防盗窃、防抢劫抢夺、防诈骗观念。大

学校园里时常有盗窃分子出入,他们的眼睛时时盯着缺乏经验的大学生。学生中也有个别

品行不端、实施盗窃的人员。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时时处处做好治安防范。

一、预防盗窃的方法

大学生要根据盗窃分子的作案规律有针对性地作好防范,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一)妥善保管好现金、存折、汇款单和银行卡等。在宿舍里,上述物品不要放在桌上、床

上等明处。现金最好的保管办法是存入银行,设好密码。银行卡、存款单据、汇款单据要与

身份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分开存放,妥善保管,防止同时被盗走。
(二)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等不用时要放在抽屉、柜子

里,并且锁好。寒暑假离校时应托给可靠的人保管,不要放在宿舍里,防止被盗。
(三)养成随手关窗、锁门的好习惯。离开宿舍时,即使时间很短,也要关好窗、锁好门,

防止窃贼溜门钻窗实施盗窃。
(四)在教室、图书馆学习及在食堂吃饭时,不要用书包占座位,不在书包里存放现金、贵

重物品等,严防人包分离。
(五)锻炼身体或到公共浴池去洗澡时,不携带贵重物品和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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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做好自行车防盗。新车要安装坚固的车锁,存放在相对安全的场所;在公共场所将

车存在存车处,不要随便乱放。
(七)谨慎交“友”,不留陌生人员入住学生宿舍。
大学生还要注意不买赃车。买赃车是违法行为,而且还会助长盗贼的盗车行为。

二、预防抢劫和抢夺的方法

(一)外出时不要携带过多的现金和贵重物品,如果必须携带大宗现金或较多的贵重物

品,应请同学随行,乘坐出租车。
(二)财不外露,不向人炫耀自己的金钱和贵重物品,并应当将其妥善保管。
(三)尽量不要在夜深人静、午休时单独外出。
(四)发现可疑人跟踪尾随,要提高警惕,可以大胆回头多盯对方几眼,或大叫熟人的名

字,并立即向有人、有灯光的地方走。
(五)当在路上骑车突然感到自行车骑不动时,要先抓牢车筐内的物品或背好包后,再下

车查看,防止在下车查看车的瞬间车筐内的物品被抢。
(六)出行在外,走路时尽量离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远一点,书包挎在右侧,防止被歹徒

飞车抢包。

三、预防诈骗的原则

(一)要做到遇事不感情用事,不要被“哥们义气”所迷惑。社会上的一些骗子,有的组成

团伙,雇佣一些老人、年轻妇女,租借小孩,编出种种落难的故事,专门骗取善良人的钱,对此

要小心分辨。
(二)切忌贪小便宜。对于意外飞来的“横财”、“好处”,特别是陌生人所许诺的利益,一

定要深思,不动心。克制贪便宜的心理,就不会被诈骗分子所俘虏,自己的财产也才有安全

保证。
(三)对不了解的人,不可轻信,不可盲从。遇“财运”要多思考,分析其中是否有诈。
(四)预防短信骗钱,关键是不要轻信虚假信息,遇事不慌乱。持有银行卡的人,收到陌

生人发来的短信时,要保持警惕性,不要轻易相信,必须要核实。核实的办法是,打电话到银

联或者发卡银行进行查询。

四、财产安全受到侵害后的处置

(一)发生盗窃案件后的处置

发现宿舍财物被盗,头脑要冷静,不要急于入室查找自己丢失的物品。首先要保护好现

场,任何人不要进入室内。其次,要马上报告学校保卫部门或公安机关,请他们来勘察现场。
第三,配合公安保卫部门查破案件。如果发现存折、银行卡或汇款单失窃,要马上去银行、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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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挂失。
发现丢失贵重物品、自行车等,要及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讲明丢失或被盗情况,有关

物品的特征等。
夜间遭遇入室盗贼,应沉着应对。如能力许可,可将犯罪嫌疑人制服,或报警求助。千

万不能一时冲动,造成不必要的人身伤害。

(二)发生抢劫、抢夺时的处置

一般情况下,作案人是有备而来,并携带刀子等凶器。同学们在既无思想准备,也无防

卫工具的情况下,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尽力保护财物不被抢,更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在
人员聚集地区遭到抢劫,应大声呼救,震慑犯罪分子,同时尽快报警;在僻静地方或无力抵抗

的情况下,应放弃财物,保全人身,待处于安全状态时,尽快报警。要沉着冷静,尽量记住犯

罪分子的体貌特征,所持凶器。如果犯罪分子逃跑,你应大声呼叫,请求周围的群众协助捉

拿,迫使其放弃所抢物品。同时要记住逃跑车辆特征、车牌号及逃跑方向。案件发生后,要
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案件发生在校园里,也可向学校保卫部门报案。

(三) 发现被诈骗时的处置

在校内发现受骗,要及时报告所在院系领导和学校保卫部门;在社会上被骗,要及时报

告公安机关。要克服不愿报案的思想,不能因为顾虑自己受骗情况被公开,个人隐私可能被

暴露而不报案。不去报案,骗子就会抓住你的弱点继续向你施骗,或者继续危害社会。发现

受骗后,还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积极协助公安机关破案,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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