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了解容易引发盗窃、诈骗和敲诈的情况；

2.掌握预防盗窃、诈骗和敲诈的方法；

3.学会应对被盗、被骗、被敲诈等情况。



1.你见过或听过同学被偷、被诈骗或被敲诈的事情吗？

2.这类事件给受害人造成怎样的影响？





生活中的安全隐患

同学们，你们平时是否有以下的习惯呢？



在炎热的夏天，敞开宿舍

门窗睡觉。

将手机、平板电脑等带入教室，

并在课间随意将这些贵重物品放

在桌子上离开。



在拥挤的公交车上，

背包没有拉上拉锁。

将书包、衣物等放在路

边后与同学玩耍。



我们应该如何防盗呢？



贵重物品妥善保管，不要放在别人可以随手拿
到的地方。

不带陌生人或不熟悉的人进入宿舍或者是家里。

自行车要锁好才离开，书包或者背包要拉好拉链。

休息时关好窗门，谨防小偷进入。

小心谨慎防盗窃





“免费”领游戏皮肤，小学生让爷爷辛苦钱被骗
    2021年7月7日，江苏常熟一名小学生不慎落入“免费”领游戏皮肤的骗局，将爷爷

攒的辛苦钱打了水漂。

       小张是一名就读小学五年级的学生，7月7日下午，她使用爷爷的手机玩游戏，期间

看到一段游戏解说视频，让其扫码加群，然后便能“免费领游戏皮肤”。有些心动的小张

就加了对方为好友。接着，对方发起了视频通话，告诉小张按照他的要求去操作，便可以

领取到免费的游戏皮肤，小张有些害怕，于是就中断了视频聊天。很快，对方再次发来消

息，这次对方恐吓小张“不扫码就会冻结父母的银行卡”。最后，小张三次扫码，帮对方

代付商品，总价高达2.4万。

来源：江苏新闻  



小张为什么会被骗呢？



在校门口外购买自称打折、厂家

直销、便宜的学习用具和产品。

将家中的电话号码、住址和家长活

动信息告诉给自称是家长同事的人。

我是你爸爸的同事，我

明天会来你家，可是我

忘记你家在哪里了。

我家在······

下列哪些行为可能会导致诈骗事件的发生？



收到中奖信息，并按照

信息中的方式领奖。

将自己的手机借给自称出现

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陌生人。



• 不要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告诉陌生人。

• 收到中奖信息、要求转账的信息不要理会。

• 遇到自称是父母熟人或者是亲戚的陌生人，不要相信

他，更不要跟他走。

• 碰到碰瓷的人，不要妥协，要寻求周围人的帮助。

• 放学后马上回家，不在路上逗留。

预防被骗有方法





鲍老师曾在大学刚毕业时被分配到乡村小学工作，而方某是他的第一届学生。多年后，方某在同学会加

了鲍老师微信，并在偶然间向他说起自己因为帮助朋友、被高利贷逼债的惨状。鲍老师好心追问，让方某看

到可乘之机，于是约了他见面。两人见面后，方某声泪俱下，说自己负债20万，鲍老师于心不忍，答应帮

助他偿还15万元，还当场转了2万给他救急。自此之后，方某隔三差五就向鲍老师要钱，仅仅半年，后者的

10万元积蓄就被方某一点点蚕食了。期间，方某也常约鲍老师小聚，两人从师生关系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

友。一次酒后，鲍老师告诉了方某自己的一个小隐私，想通过自己的故事来鼓励方某要自立自强。

一个月后，小方以生病为由又向鲍老师伸手。心慈手软的鲍老师依然慷慨解囊，两个月下来又借了5万

元。而等到鲍老师急需用钱时，方某则是干脆拒绝还钱，随后还以公布老师隐私为要挟，再度借钱。最终债

台高筑的鲍老师选择报警。经查询银行流水，鲍老师先后一共转账给方某40多万，除了借的20万和平时给

的零钱，方某在一年半里向老师足足敲诈了18余万元。最终，经淳安县人民法院审理，方某因构成敲诈勒

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    

    

                                                        来源：新闻晨报

学生敲诈勒索老师18万，判刑！





敲诈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

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是一种犯罪行为。





小学生用万元手机遭抢劫敲诈

         小学生小帆家庭条件优越，其父给他买了一款1万多元的高档手机。

小帆不时在同学面前炫耀。社会青年李某和王某得知后，在小帆回家

的路上，将其拦下，用暴力威胁将手机搜走。几天后，李某二人对小

帆表示，“想要回手机拿3000元，算是保护费”，如果不交钱，就用

烟头烫小帆。第二天，小帆从家里偷出3000元，交给了李某和王某。

    小帆父母得知情况后报警，李某和王某被警方控制。



1.为什么小帆会被敲诈？

2.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被敲诈呢？



• 上学、放学时尽量与同学结伴而行，不走偏僻的小路；

• 不将贵重物品带到学校；

• 身上不要带太多零花钱，妥善保管自己的钱物；



不向外人吹嘘家中钱财和透露家中的隐私信息；

不要穿着或使用与学生不相称或过于昂贵的衣服或物品。





遭遇小偷、骗子或被敲诈勒索等情况，首先要以自身安全为

主，尽量避免正面冲突。



• 在人少的地方遇到骗子或被纠

缠要先稳住对方，找机会跑开；

在人多的地方可大声呼救。

• 小偷正在偷自己的物品，不要

与之搏斗，以防其伤人。

• 一旦被敲诈团伙盯上，要及时

报告给家长和学校。



敲诈发生巧应对

敲诈事件发生与一定的时间和场合有关系，模仿以下场景，并演出应对方法。

      场景一：课间，你与朋友在操场玩耍，几名同学围拢过来，以“友善”的方

式向你索要零花钱。

      场景二：在学校对面的便利店购买食品时，几名高年级学生以“借钱”的名

义将钱抢走。

表演结束后，总结一下敲诈高发的时间段与地点。



1.下列哪种行为可能导致自己被骗？

A.上网时不随意打开陌生人发的链接

B.在校门口购买自称打折、厂家直销、便宜的学习用具

C.手机接到中奖信息不理睬，直接删除

2.可能为家庭带来被盗的危险行为是：

A.将刚刚认识的朋友带回家中

B.在家中养狗

C.在家中安装报警器

3.下列哪种做法可以有效避免被敲诈或被勒索？

A.身上不带太多零花钱

B.向同学吹嘘自己家里有钱

C.经常向外人透露自己家中的隐私信息 参考答案：1.B 2.A 3.A



4.为防家中被盗应该怎么做：①离家前要关好门窗②安装智能报警系统③长

时间外出时委托亲戚照看房屋

A.①②③

B.①②

C.②③

5.下列哪种行为可以避免绑架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

A.小伟平时喜欢与校外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搭讪和交往

B.亮亮上网时喜欢向别人炫耀自己家很有钱，并且告诉对方自己的个人信息

C.有人告诉晨晨他爸爸生病住院了，还要求和他一起去看望，晨晨不相信

参考答案：4. A 5.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