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精选11篇)
初一教案应该围绕核心素养和课标要求展开，注重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7.初三地理教案示例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一

暑假是一个汉语词语，是适用于全世界在校学生的一个较长
的夏季假期。北半球国家一般在6月下旬-9月1日左右。南半
球国家一般在1月。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暑假安全活动主
题教案2022最新模板，欢迎参阅。

暑假安全活动主题教案一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初步认识暑假里的安全知识，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暑
假。

2、引导幼儿懂得暑假里预防雷电与交通方面应注意的一些安
全知识。

活动重点：

让幼儿初步认识暑假里的安全知识，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暑假。

活动难点：

引导幼儿懂得暑假里预防雷电与交通方面应注意的一些安全
知识。

活动准备：

各种安全图片



各种安全标志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小朋友，再过几天，小朋友就要放假了，暑假在家里小朋
友应该注意哪些安全知识呢?暑假特别的热，天气火辣辣的，
还经常有雷电、下大雨。

2、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天气，突然下大雨的话，你们会怎么
样做呢?(引导个别幼儿回答)

教师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说一说一些相应的做法和措
施。

教师小结：暑假容易下大雨，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不能躲到大
树的底下，大树下很不安全。小朋友也不能躲到电线杆旁边
或者电线杆底下，这些地方非常的不安全。

3、下了大雨一定要把窗户关掉，也要提醒自己的爸爸妈妈不
能接打电话，这些也不安全。

4、刚才我们说了，防雷电安全，暑假里小朋友们跟着爸爸妈
妈出去玩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交通安全呢?(教师引导幼儿根
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来说一说)

5、小朋友暑假在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玩锋利的物品，
也不能玩火，和爸爸妈妈出去玩的时候要拉着爸爸妈妈的手，
注意交通安全。

二、出示图片，请幼儿根据图片来说一说

1、今天老师就带来了一些图片，请你们说说这些图片哪些是
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图片一：小朋友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一起在斑马线上走，这做
是对的吗?

图片二：这些人在马路上做什么?这样做安全吗?为什么?

图片三：你们瞧，天空中出现了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
么呢?

图片四：这个小朋友在打雷下雨的时候站在了什么地方，可
以站在树下射雨吗?为什么?

2、出示一些安全标识图片，让幼儿了解。

图片一：小朋友，你们猜猜这是什么?(电)，这个标识告诉我
们注意安全，不要触电。当我们在外面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
就要注意电。

图片二：这是注意安全的标识。

图片三：小朋友，看!标识里面的人怎么样呢?这是告诉我们
当心滑跌的标识，在路上如果看到有这个标识的话我们走路
的时候就要小心不要滑倒了。

三、小结活动

2、教师请部分幼儿来回答今天活动的内容，在什么样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安全，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暑假。

3、教师总结本次活动内容。

暑假安全活动主题教案二

目标：

1、简单的计划暑假的生活内容。



2、向往过一个轻松、有意义的暑假生活。

准备：

搜集以往在暑假活动的照片、小学课程表。

过程：

1、激发幼儿讨论暑假生活的兴趣。

在这么长的一个假期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呢?(看看以往
的照片)。

2、分组讨论：怎样过一个轻松有意义的暑假?

鼓励幼儿大胆表述自己的计划。

3、讨论在暑假里怎样为升入小学做好准备。

(1)时间的准备：出示小学课程表，幼儿分组商量暑假里准备
怎样安排一天的时间。

(2)身体的准备：提醒幼儿注意合理饮食。锻炼身体。

(3)物品的准备：书包、学习用品等。

(4)学写自己的姓名和1-20的数字;努力独立的看书，尽量理
解并讲诉给家人听。

4、祝愿每位小朋友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暑假。

暑假安全活动主题教案三

活动准备：



安全图片

活动过程：

一、暑假来了

2、鼓励幼儿大胆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和想法。

3、教师总结暑假的含义：这个假期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放
的，我们叫它暑假，暑：就是热的意思。

二、怎样愉快地过暑假

1、教师引导幼儿：“暑假里你们想做些什么事情呢?”

2、幼儿互相说出自己想做的或是喜欢做的事情。

三、怎样安全过暑假

1、暑假里很多小朋友都会去游泳，游泳的时候我们奥注意些
什么呢?(严禁到沟、河、池塘等处玩耍游泳，一定要在自己
父母的陪伴下去游泳，游泳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措施，不能到
深水区游泳。发现有小朋友落水要想打人呼救，不可自己施
救。)

2、有些小朋友的把爸爸妈妈会带你们出去旅游或经常带你们
去逛超市，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安全呢?(要紧紧跟着大
人，不能走丢了。如果走丢要向超市、景点的工作人员求救，
出外与家人走散了，要懂得打电话110报警，不要跟陌生人走，
不能乱叫大人买东西。出去旅游要做好防暑措施，多喝白开
水。出去玩耍、逛街、旅游，小朋友都不能再马路上乱穿、
追打、玩游戏，要提醒把爸爸妈妈开车、骑车、走路时注意
遵守交通规则。)

3、暑假里我们还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不能玩火、玩电、



玩尖锐的物体。夏天的太阳毒辣，不能到太阳底下长时间地
玩，要保护自己的皮肤。

吃冷饮时，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否则，会引起肚子痛，影
响身体健康。吃西瓜时，要把瓜洗干净，请爸爸妈妈切好西
瓜，吃的时候不讲话，以免瓜子呛人，还要防止西瓜汗流到
衣服上，另外，不可乱扔西瓜皮。独自在家时不要让陌生人
进来，不要告诉陌生人只有你一个人在家。

三、安全我知道

2、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小朋友在暑假里一定要主力安全，
要把老师和爸爸妈妈教你们的安全知识牢牢记在心里，并按
照爸爸妈妈说的安全、正确的方法去做，只有这样小朋友们
才能过个安全越快的暑假。

暑假安全活动主题教案四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初步认识暑假里的安全知识，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暑
假。

2、引导幼儿懂得暑假里预防雷电与交通方面应注意的一些安
全知识。

活动重点：

让幼儿初步认识暑假里的安全知识，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暑假。

活动难点：

引导幼儿懂得暑假里预防雷电与交通方面应注意的一些安全
知识。



活动准备：

各种安全图片

各种安全标志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小朋友，再过几天，小朋友就要放假了，暑假在家里小朋
友应该注意哪些安全知识呢?暑假特别的热，天气火辣辣的，
还经常有雷电、下大雨。

2、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天气，突然下大雨的话，你们会怎么
样做呢?(引导个别幼儿回答)

教师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说一说一些相应的做法和措
施，教师小结：暑假容易下大雨，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不能躲
到大树的底下，大树下很不安全。小朋友也不能躲到电线杆
旁边或者电线杆底下，这些地方非常的不安全。

3、下了大雨一定要把窗户关掉，也要提醒自己的爸爸妈妈不
能接打电话，这些也不安全。

4、刚才我们说了，防雷电安全，暑假里小朋友们跟着爸爸妈
妈出去玩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交通安全呢?(教师引导幼儿根
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来说一说)

5、小朋友暑假在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玩锋利的物品，
也不能玩火，和爸爸妈妈出去玩的时候要拉着爸爸妈妈的手，
注意交通安全。

二、出示图片，请幼儿根据图片来说一说



1、今天老师就带来了一些图片，请你们说说这些图片哪些是
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图片一：小朋友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一起在斑马线上走，这做
是对的吗?

图片二：这些人在马路上做什么?这样做安全吗?为什么?

图片三：你们瞧，天空中出现了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
么呢?

图片四：这个小朋友在打雷下雨的时候站在了什么地方，可
以站在树下射雨吗?为什么?

2、出示一些安全标识图片，让幼儿了解。

图片一：小朋友，你们猜猜这是什么?(电)，这个标识告诉我
们注意安全，不要触电。当我们在外面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
就要注意电。

图片二：这是注意安全的标识。

图片三：小朋友，看!标识里面的人怎么样呢?这是告诉我们
当心滑跌的标识，在路上如果看到有这个标识的话我们走路
的时候就要小心不要滑倒了。

三、小结活动

2、教师请部分幼儿来回答今天活动的内容，在什么样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安全，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暑假。

3、教师总结本次活动内容。

暑假安全活动主题教案五



教学目标

1、知道暑假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感受是很深的。

2、引导学生交流暑期有趣的事情和内心感受，自己设计展示
方案，展示自己的暑假作品，发展学生的思维。

3、品味暑假生活带来的快乐，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4、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教学重难点

引导学生交流暑期有趣的事情和内心感受。

通过暑期趣事的交流，让学生品味暑假生活带来的快乐，使
他们对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充满信心。

教学过程

通过这节课的

学习

，使

学生

交流了暑期有趣的事情和内心感受，品味了暑假生活带来的
快乐;培养了学生观察、积累生活体验的习惯，以及他们的表
达交流能力;通过让学生展示自己的暑假作品，发展了学生的
思维，受到了鼓舞，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使他们对新学期
的学习生活充满了信心。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二

教学目标：

1、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被拐骗案例、引起同学们对防拐骗防诱
拐的重视。

2、通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诱
拐知识和被拐骗后的自我解救方法。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讲事例组织学生讨论

时间安排：一节课

课前准备：

1、让同学们收集有关被拐骗方面的新闻。

2、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诱拐知识。

３、了解一些被拐骗后的自我解救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学生自由发言，陈述所搜集到的被拐骗被诱拐的事例。

2、呈现主题。

（二）被拐骗被诱拐的事例

1）柴伟是郑州市民，一个月前他16岁的儿子在郑州火车站附
近突然走失，经过多方打听，柴伟得知儿子被人贩子卖到了
山西黑窑场做了苦工。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另外



五家和他一样丢失孩子的家长，几位家长开始联合在山西黑
窑场寻找孩子。在将近两个月的寻找过程中，他们只找到了
一家丢失的孩子，却解救了另外50多名素不相识的童工。这
三个孩子，都是刚从山西被解救出来的。

2）今年3月的一天，18岁的北京女孩小静（化名）在太原被
网友骗了财物。怕被父母骂，她想打工挣回家路费。这个时
候，她认识了吕梁男子郭兰军。郭兰军花言巧语将其骗到了
他的老家———吕梁山区一个山村，并强迫小静做了他的媳
妇。从此，小静开始了她噩梦般的135天。近日，记者从北京
警方获悉，9月19日，小静被北京警方解救。她安全了，但至
今那些非人的生活仍在梦里折磨她。小静的生活因此发生了
很多变化。她希望她的经历能够警醒那些上网聊天的女孩，
不要轻信网友。

活动过程：

系列活动一：“防拐防骗”安全演练

1、年级组发动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专门请平时不怎么来接
送幼儿的家长来幼儿园充当“骗子”，利用诱人的美食，新
颖的玩具去“诱拐”孩子们。

小结：从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孩子经不起诱惑，乖乖地
跟着“骗子”走，这说明部分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比较淡
薄的。

2、老师们利用照片和录像等形式记录下活动的过程，然后根
据活动的具体情况，各班再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拐防骗的教育
活动，如：“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了怎么办”、“出门旅游
或逛超市时与大人走散了怎么办”、“路上有陌生人跟着你
怎么办”、及“怎样拨打报警电话”等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问
题及应对方案。



系列活动二：举行“防拐防骗”家长座谈会

活动结束后，班级老师与所有的幼儿家长进行了交流和总结。
通过这次的.演练活动，帮助幼儿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
处的方法，让孩子知道如何应变可能遇到的危险。知道仅仅
告诉幼儿“不接受陌生人的糖果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向孩子描述可能遇到的情况，然后指导孩
子如何去做。家长们更要提高警惕防范，在大忙季节更要关
注孩子，让孩子随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
入园时要将孩子送到班级老师的手里才能离园，家长委托别
人接孩子，不仅要带好接送卡，还要事先给班级教师打电话
预先告知。

反思：

这次“防拐防骗”的安全系列活动，不管是对教师、家长还
是对幼儿都是一次特殊的经历，更起到了警醒和呼吁的作用。
安全教育需要幼儿园、家庭共同努力，在引导孩子们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的同时，教师及家长也应提高防范意识，将安全
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自我安全保护意识和辨别
是非的'能力，培养幼儿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能力和处理问题
能力，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三

活动背景：

近年来，各种诈骗案件屡见不鲜，针对学生的诈骗案件屡有
发生，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骗局花样繁多，具有很强的欺骗
性、迷惑性，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给同学们
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和财务上的损失。为进一步强化同学们的
安全防范理念，提高同学们自我保护意识及辨别诈骗手段的
能力，形人说防范，人人懂防范的良好局面，结合“十段五
个一”10月预防诈骗主题月安全教育培育计划，学院保卫处



决定面向学生开展“预防诈骗”安全知识ppt讲解比赛。

活动名称：

“预防诈骗”

一、作品内容

以学生有关的各类诈骗案件为引线，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和
注意事项，制作展现预防诈骗，安全防范的ppt。

二、作品要求

1、主题突出，主要体现网络诈骗、、兼职诈骗等。

2、有图片、文字、背景音乐，配以解说讲解。

3、内容以案例展开(1—2个)，提出应对措施和防范事项。

4、作品解说时间不超过5分钟。

三、比赛形式

1、比赛分初选、复评和决赛三个阶段。初选由各系选送(可
预赛或直接推选)；
复评由保卫处根据作品综合评定，产生晋级决赛参赛者；
决赛采用现场对参赛者讲解进行评分，综合评分产生名次。

2、初选报送10月20日前；
复评结果10月24日前；
决赛时间10月31日。

3、比赛为团体赛(2—4人组成)，以班级为单位(原则以新生
班级为主)。



四、名额安排及奖项设置

1、初选：15支(水利系4支、电力系2支、信息系2支、建筑
系5支、机电系2支)。

2、复评：10支。

3、决赛：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组织奖4
名。

五、奖励形式

并授予班级和个人荣誉书(优秀组织奖仅授予班级和个人荣誉
书)。

六、评分细则

作品内容60分、ppt制作15分、现场解说15分、团队印象10分。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篇四

活动目标：

1、知道在运动前应随老师做准备活动，并检查自己着装。

2、懂得在运动后跟随老师做放松活动，不吃冷饮，不大量饮
水，并及时添加衣服。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了解运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引导幼儿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思考和讨论运动前的
准备工作。



(2)教师小结：运动前要整理一下子自己的鞋子和衣服。

2、引导幼儿学习运动前的准备活动。

(1)与幼儿一起讨论：准备活动适应活动一下我们身体的哪些
部位?

(2)播放多媒体教学资源。

(3)引导幼儿说一说：跟着老师做完动作后，大家有什么感
觉?

(4)教师小结。

3、引导幼儿懂得运动后的注意事项。

(1)播放多媒体教学资源，指导幼儿阅读幼儿用书《运动前后
要注意》第33页。

(2)教师小结：运动后不要立刻停下来休息，会对身体不利。

教学效果

幼儿懂得在运动前后的的正确做法，避免意外伤害事故的发
生是非常必要的。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五

活动目标：

1、让幼儿懂得随便乱吃东西的危害性。

2、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



《儒灵童》教材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带领幼儿随着《儒灵童》歌曲做律动。

2、带领幼儿向孔夫子行三鞠躬礼仪。

二、新授课程

1、"听"故事提问导入：小朋友你见过五颜六色的蘑菇吗?请
听故事《蓝蘑菇，红蘑菇》。

2、安静听《儒灵童》故事，情境导入。

教师提问：宝宝豆豆和萌萌喝了美味的蘑菇汤为什么会哭?

故事总结：宝宝豆豆和萌萌到山上采蘑菇，他们把颜色漂亮，
形状特别的蘑菇先煮了吃，可是他们的小脸蛋都变了颜色，
原来都是有毒的蘑菇。小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记
住不能随便的乱吃东西。

3、"看"动画提问导入：乱吃东西会带来危险吗?

4、认真看《儒灵童》动画，启发思考，教师提出如下问题：

(1)妈妈为什么不愿意给宝宝买路边摊的食物?

(2)宝宝为什么会肚子痛?

(3)儒灵童告诉我们吃东西时应该注意什么?

5、幼儿有疑问可再次观看动画，老师根据本班级幼儿共性特



征及个体差异，对动画进行暂停或播放，结合剧情节点，在
幼儿已有经验上进行选择性互动提问教学。

三、图谱演示，判断对错教师出示两张图片让幼儿判断对错。

教师看图总结：小朋友在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询问大人，吃
了有危险或不干净的食物就会像图中的小朋友一样肚子痛还
要去医院打针吃药，我们要学宝宝做听话的好孩子。

四、游戏互动，巩固主题

名称：乱吃东西有危险

准备：各种食物的图片(如果冻、街边小吃、小摊)以及一些
不正确的吃东西的行为图片。

规则：教师将所有图片放在一个神秘袋子里，请幼儿拿出一
张图片，并说一说图片内容，说说这些食物能否吃应注意事
项等等。例如：小朋友一边走一边喝水，容易呛到。游戏结
束后，教师针对游戏进行小结。

五、活动延伸，主题内化

1、带领幼儿唱读《儒灵童》儿歌。

2、督促幼儿不随便将玩具、积木放进嘴里，以防危险。

3、和家长联系，习惯养成延续至家庭中落实。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篇六

活动目标：

1.懂得爱护小手，不玩尖利的东西。



2.了解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和保护方法

3.知道洗手的重要性，掌握洗手的正确方法，养成清洁卫生
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手受伤的小熊玩具。洗手的课件

活动过程：

一.游戏：“手指歌”导入活动 “大拇哥、二拇弟、中指楼、
四兄弟、小妞妞，来看戏，大家快来比一比，谁的大，谁的
小，哪个指头长，哪个指头短?”

二.出示小熊玩具，通过故事导入：“今天小熊在玩的时候可
不小心了，弄伤了自己的手，它自己很疼，都快哭了!”讨论：

(1)这个小熊的手怎么啦?(出血了)

(2)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呢?(被东西划破了)

(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玻璃片、针、铁钉、铁丝、
剪刀等。因为这些东西很尖，很锋利。)

(4)启发幼儿回忆：自己的手有没有被划破过，手划破了有哪
些不方便。

三。讨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平时不玩剪刀、小
刀、针、玻璃片、铁片等尖利的东西。)

小结：我们周围有很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锋利
的，如果我们去玩这些东西，就会把手划破，给自己带来危
险和许多不方便。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以免我
们的手受伤，影响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四.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小熊(或自己)受了伤的手。



(1)如果手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
口?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感染、
化脓。)

(2)手受伤了怎么办?(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然后涂
上红药水或紫药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

(3)手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能把伤手浸在水里，不能
随便揭掉包布，要按时找老师、医生换药等。

小结：如果我们的小手已经受了伤，就更要好好保护，这样
才能使它快快恢复健康，为我们服务。

五.集中观看手偶表演，帮助幼儿了解洗手的重要性;。

1游戏导入：“医生嘟嘟来做客”(激发幼儿观看手偶表演的
兴趣) 教师引导语：“今天，我们小医院的医生嘟嘟要来我
们班里做客了，我们一起来欢迎它吧!”(出示扮演小医生的
手偶，向小医生问好)

2观看手偶表演：(教师边做手偶表演边讲述故事，让幼儿了
解洗手的重要性) 提问：豆豆为什么会肚子疼啊? 它应该怎
样做呀? (通过故事让幼儿了解手上有许多的细菌，要养成勤
洗手的好习惯)

3引导幼儿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交流(调动幼儿已有的知识经
验，进一步体验洗手的重要性) 问题：你们的肚子疼过吗?为
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结合幼儿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饭
前便后不洗手及吃手现象，调动幼儿说一说洗手的重要性) 4
小医生嘟嘟小结：洗洗小手讲卫生(鼓励幼儿养成勤洗手的好
习惯)

六.幼儿观看洗手课件，接着实际练习：如何正确地洗手，进
一步掌握洗手的正确方法。



3区域活动里师幼一起讨论怎样保护小手;哪些东西会伤到小
手;或开展语言区讲一讲关于保护手的故事。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七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意外溺水是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一杀手，10个因意外伤害而死
亡的0～14岁儿童中，有近6个是因为溺水身亡的。防溺水安
全教育一直是暑期安全教育的重点。那么今天小编在这给大
家整理一下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模板，我们一起看看吧!

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模板1

1.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溺水者多是因为疏忽，有的是因为
去钓鱼或钓虾，有的是因为在水边或在冰上玩耍，一不小心
就掉到河里去了。

2.对于会游泳但是水性不太好的人。溺水多半是因为逞能，
觉得自己已经会游泳了，就在水里显示自己的能力，在水中
游一段时间不注意休息，又游得较远进入深水区，因体力不
支游不回来而溺水。

3.对于会游泳且水性好的人。溺水有的是因为在水中由于腿
部突然抽筋，一时紧张慌乱而导致溺死。有的是因为在水中
嬉戏、取乐，忘乎所以，进行一些危险的动作，发生意外而
导致溺水。

所以说，不管哪一类人都可能发生溺水，不管你会不会游泳，
你都不能对溺水掉以轻心，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生命不
保。但我们还是建议同学可以利用暑假去正规场所学会游泳，
一方面游泳是很好的锻炼身体的方式，另一方面一旦不慎落
入水中，如果沉着应对，游泳就能帮助自己自救。



1.预防溺水一定要记住“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
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
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游泳前应做全身运动，充分活动关节，放松肌肉，以免下
水后发生抽筋、扭伤等事故。如果发生抽筋，要镇静，不要
慌乱，边呼喊边自救。常见的是小腿抽筋，这时应做仰泳姿
势，用手扳住脚趾，小腿用力前蹬，奋力向浅水区或岸边靠
近。

3.游泳时间不宜过长，20到30分钟应上岸休息一会，每次游
泳时间不应超过2小时。

4.不宜在太凉的水中游泳，如感觉水温与体温相差较大，应
慢慢入水，渐渐适应，并尽量减少次数，减低冷水对身体的
刺激。

5.在游泳的时候，不能起哄瞎闹、搞恶作剧，不能下压同伴、
深拉同伴或潜水“偷袭”同伴。对刚学会游泳的同学更不能
这样做。

6.在露天游泳时遇到暴雨是很危险的，因此，应立刻上岸，
到安全的地方躲避风雨。

一、儿童发生溺水的常见原因

1、在水边玩耍，下水摸鱼虾，捡落入水中的物品。

2、游泳时抽筋或在水中打闹。

3、雨天掉入沟坑等。

二、预防儿童溺水措施



1、教育孩子充分认识到溺水的危害性，不要到水库、河边、
池塘等有水源的地方玩耍戏水。

2、不去非游泳区或深水区游泳。

5、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6、雨天行走、路过井边或有水源的地方时要格外小心。

三、溺水者自救方法

1、不会游泳者的溺水自救方法：

(1)落水后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

(2)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
就能进行呼吸。

(3)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
人抢救。

(4)切记：千万不能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
使人下沉。

2、会游泳者的溺水自救方法：

(1)会游泳者溺水一般是由于小腿腓肠肌痉挛所致，应平心静
气，及时呼人援救。

(2)自己将身体抱成一团，浮上水面。

(3)深吸一口气，把脸浸入水中，将痉挛(抽筋)下肢的拇趾用
力向前上方拉，使拇指跷起来，持续用力，直到剧痛消失，
抽筋自然也就停止。



(4)一次发作之后，同一部位可以再次抽筋，所以对疼痛处要
充分按摩并慢慢游向岸边，上岸后再按摩和热敷患处。

(5)如果手腕肌肉抽筋，自己可将手指上下屈伸，并采取仰面
位，以两足游泳。

四、发现有人溺水时的营救方法

1、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大声呼叫，找大人帮
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
去寻求大人帮助。

2、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树枝、装满矿泉水瓶的包等抛
向溺水者。

3、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

4、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气大的话，稍不留神就会把施
救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5、没有足够的能力，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
的悲剧。

五、溺水者上岸后的急救方法

1、溺水者清醒有呼吸和脉搏，呼叫120后，有条件时可以换
上干衣服，裹上毯子，注意保暖，等待救援人员。

2、溺水者昏迷有呼吸有脉搏，清理溺水者口鼻中的异物，并
使其保持在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等待过程要密切观察呼
吸和脉搏情况，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

3、溺水者昏迷无呼吸有脉搏，应清理溺水者口中的异物，进
行人工呼吸，脉搏心跳即可迅速增强。恢复呼吸后，保持侧
卧位，注意保暖，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



4、溺水者昏迷无呼吸无脉搏，立刻清理口鼻异物，保持呼吸
道通畅，按先人工呼吸、后胸外按压的顺序进行心肺复苏，
并持续至患者呼吸脉搏恢复或急救人员到达。

一、在家时

1、及时清空家中各种水容器中的积水。处理浴缸、脸盆里的
积水，对于不懂事的宝贝来讲溺水随时可能发生。

2、宝贝洗澡时，用宝宝专用的`浴盆，这种浴盆宝宝可以抓
握两边，保持身体平衡，不至于滑倒。澡盆内的水要在宝宝
坐在里面时，到其脐部即可，不要高到胸部。

3、在浴缸底部粘上防滑条或放防滑垫，避免宝贝洗澡时摔倒，
被水呛着。

4、妈妈在给宝贝洗澡时如需去接电话或开门，宜先用毛巾把
宝贝包起来，然后抱着宝贝一起离开浴缸或浴盆。

5、如果家中有游泳池，家长要把通向游泳池的门锁好，宝贝
要去时一定要有专人陪同。要时常注意观察里面的水是否已
经放干。在不使用时一定要妥善安置，以防下雨时流进雨水，
宝贝在不慎跌入时发生溺水。

6、家里卫生间的坐式马桶要随时盖好盖子，避免宝贝因好奇
向里看时头朝下栽进马桶里。可以为较小的宝贝准备专用便
盆，并采用马桶安全锁扣。

7、盖好洗衣机的盖子，避免宝贝掉进正在工作的洗衣机里，
发生溺水。平时居家就应告知宝贝不能自己爬高，防止裁进
洗衣机里。

8、当宝贝靠近水边的时候，都要让宝贝穿上救生衣。即使有
救生员，家长也要严密注视着宝贝。



9、如果家里有游泳池，四周一定要有防护栏。栅栏至少要
有1.5米高，而且板条间隔不应超过10厘米。

10、带宝贝去游泳时，要注意天气预报，在暴风雨来临的时
候，不要带宝贝去露天的泳池。

11、叮嘱宝贝一旦出现抽筋，要想尽办法迅速上岸，甚至求
救。

12、如果宝贝有癫痫、心脏病等疾病，不适宜游泳。

二、在户外时

1、带宝贝到海边时，要离海岸远一些。因为海边有浪，宝贝
在玩沙时，当一个大浪打来，如果宝贝恰巧在浪打来时吸入
一口气，就有可能呛着，发生危险。

2、宝贝在水边做游戏或在水池里玩耍，即使是浅水，父母也
要时刻陪伴左右，避免让宝贝和伙伴在水里打闹而摔倒造成
溺水。

3、家长要随时注意改变不安全水域环境，比如屋前屋后有水
塘、沟渠等开放性水域，各种水井、沟渠、粪坑或蓄水池的
盖子是否盖好。

三、特别提示

1、经常告诉宝贝，家长不在时不要自己下水玩。如果让宝贝
下水，一定有专人负责照料，即使水很浅也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宝贝学过游泳，父母也不应大意，不要认为宝贝接受过
游泳训练，就不会溺水了，宝贝游泳时一定要有大人随时随
地陪着。

2、不要以为给宝贝使用一些救生用品，如救生圈、救生背心、



翼形浮袋、气垫等用具，就可以掉以轻心。这些东西在水中
随时会翻倒，家长要一刻不离地进行看护。

3、如果宝贝溺水，父母不要慌张。父母要以最快的速度清除
宝贝口鼻中的泥沙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将宝
贝的舌头拉出，以免堵塞呼吸道。

4、尽快让溺水的宝贝肺内吸入的水自然流出。可将宝贝背向
上，双手托住宝贝腹部，高举过头，宝贝口鼻应露出水面背
向上，头脚下垂，让呼吸道的水自然流出。

5、再将溺水宝贝平放在平地上，解开其衣物;如无呼吸或脉
搏也摸不到时，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摩，
注意心脏按摩与人工呼吸的比为4：1。

6、如果父母不会以上的急救方法，应立即把宝贝送到医院进
行抢救。在等待急救车的过程中，不要放弃人工呼吸和胸外
按压，直至医护人员到来。如未联系上急救车，要迅速用其
他车辆将溺水儿童送往医院。

7、对于呼吸、脉搏正常的溺水宝贝，经过急救后，回到家里
后进行漱口，喝些姜汤或热茶，并注意保暖，让宝贝安静入
睡;注意如有咳嗽、发热时应去医院治疗。

一、发生溺水的常见原因有：

1、在水边玩耍，下水摸鱼虾，捡落入水中的物品;

2、游泳时抽筋或在水中打闹;

3、到井边打水不慎落入井中;

4、雨天掉入沟坑;

5、暴雨来临时无躲避处所。(特别注意：不要在大树下或在



有高压线下面避雨，以防雷击。)

二、预防幼儿溺水的措施：

1、教育孩子充分认识到溺水的危害性;

2、教育孩子不要到水库、河边、池塘、等有水源的地方玩耍
戏水;

3、不去非游泳区游泳;

4、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
全;

5、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6、雨天行走、如果路过井边或有水源的地方时要格外小心。

三、教幼儿学会溺水时的自救方法：如果某种特殊原因不慎
溺水，应遵循以下急救办法：

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

3、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

4、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
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
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篇八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天气逐渐炎热，防溺水安全教育又成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头等



大事。那么大家知道防溺水安全教案怎么写吗？今天小编在
这给大家整理一下防溺水安全主题班会教案，我们一起看看
吧!

防溺水安全主题班会教案1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有关生命的来之不易与宝贵，感悟生命的可贵。

2、使学生学会珍爱生命，学会自救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1.出示一溺水身亡的孩子的图片，教师讲有关故事。

2.听了这个故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轻
松。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
消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3.小结：人，应该珍爱生命。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珍爱
我们的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

二、强调守则

1.过渡：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
识而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据有些地区统计，溺水死亡率为
意外死亡总数的10%。

2.我们外出游泳洗澡严格遵守“四不”：

(1)未经家长老师同意不去;



(2)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

(3)深水的地方不去;

(4)不熟悉的江溪池塘不去。

三、探讨原因

1.溺水原因主要有哪几种?

2.学生分小组探讨。

3.小组代表回答后归纳：

(1)不会游泳;

(2)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度;

(3)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

(4)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四、救护措施

1.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

2.指名学生回答后归纳：

(1)对于手脚抽筋者，若是手指抽筋，则可将手握拳，然后用
力张开，迅速反复多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

(2)若是小腿或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
对侧的手握住抽筋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
用同侧的手掌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助抽筋腿伸直。



(3)要是大腿抽筋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3.对于溺水者，除了积极自救外，还要积极进行陆上抢救：

(1)若溺者口鼻中有淤泥、杂草和呕吐物，首先应清除，保持
上呼吸道的通畅;

(3)若是溺者已昏迷，呼吸很弱或停止呼吸，做完上述处理外，
要进行人工呼吸。可使溺者仰卧，救护者在身旁用一手捏住
溺者的鼻子，另一手托着他的下颚，吸一口气，然后用嘴对
着溺者的嘴将气吹入。吹完一口气后，离开溺者的嘴，同时
松开捏鼻子的手，并用手压一下溺者的胸部，帮助他呼气。
如此有规律地反复进行，每分钟约做14—20次，开始时可稍
慢，以后可适当加快。

五、渗透思想

同学们，珍爱我们的生命吧。珍爱生命就是珍惜每一天。请
同学说说怎样珍惜每一天?

教学目的：

1、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2、让学生了解和掌握防溺水和自救的常识，如何预防溺水时
间的发生。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教学重点：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课题

二、新授

1、游泳中要注意的问题。

组织学生观看安全教育专题片中学生游泳的整个画面。

学生讨论：在游泳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总结：游泳要严格遵守“四不”，未经家长、老师同意不去;
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深水的地方不去;江溪池塘不
去。

2、组织学生分析事故的原因，教师作总结。

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
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三、教育学生如何预防溺水。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摸底和不知水情或比
较危险且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好的游泳
场所，对场所的环境(如该水库、浴场是否卫生，水下是否平
坦，有无暗礁、暗流、杂草，水域的深浅等情况)要了解清楚。

2、必须要有组织并在老师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
以便互相照顾。如果集体组织外出游泳，下水前后都要清点
人数、并指定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3、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平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
参加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
动活动身体，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呛水时
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贸然
跳水和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
流和漩涡处游泳。

5、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
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6、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部抽筋，千万不要惊慌，可用力蹬
腿或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按摩、拉扯抽筋部位，同时呼叫同
伴救助。

四、教育学生掌握遇险后基本的自救处理常识

1、及时呼救：遇到意外或危险时应迅速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以取得别人的救助。

2、争取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危急关头要保持镇静，在水中
尽量采用仰卧位，呼吸要做到深吸、浅呼，争取更多时间等
待获救。

3、靠岸意识：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努力向岸边靠拢，靠岸越
近获救的机会越高。

五、教育学生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1、大声呼救。向附近的成人大声呼喊，尽量引起大人注意，
请大人开展营救。

2、简明扼要地向施救人员讲清落水人数、地点，便于开展营
救工作。

3、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
边;若没有救护器材，可以入水直接救护。未成年人发现有人
溺水，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器



材呼救。

六、课堂总结

1、同学们小结：

通过这次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

生命安全高于天，父母给你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每个人都
要珍惜生命、注意安全。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希望同
学们通过这堂安全教育课，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防
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教学目的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
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教学重点

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教学过程

一、老师谈话引入

二、活动设计



1.老师先向学生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教育学生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大海、青山
头水门、池塘、无盖的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
结伴到海边、池塘边钓鱼、游泳、玩水。

(2)教育学生在来校、离校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下江游泳。

(3)我们是小学生，很多同学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有学生不
慎掉进江河、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未成人不能冒然下水
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箭来相助或拨打“110”。

2.老师谈谈事例，并由学生扮演小品

本学期__学校在周末，几名学生到讲河边钓鱼玩，有两名学
生不慎溺水死亡。这个悲惨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什么?这几个同
学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1)议一议：

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

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2)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3)由这个事实谈谈我们的心得体会。

3.说一说

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三、小结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
希望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
守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活动目标：

1、提高安全意识，愿意自觉去学习防溺水安全的有关知增强
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防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知道每一个学生(包括
公民)都要提高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防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
生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活动准备：

1、视频一个;

2、溺水图片若干;

3、模拟溺水急救若干;

活动过程：

一、观看图片

师：小朋友们，你看，图片里的是谁?他怎么了?

二、新授

1、游泳中要注意的问题：

引导孩子观看动漫视频中学生游泳的画面。



小组讨论：在游泳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教师进行总结：游泳要严格遵守“四不”：未经家长、老师
同意不去;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深水的地方不去;江
溪池塘不去。

2、说案例，小孩发生溺水而导致死亡的事故，然后引导孩子
共同分析发生溺水事故的原因，教师作总结：

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年龄小、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
疲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三、溺水的急救

(1)发现溺水者如何将其救上岸。

教师进行详细讲解：

方法一：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
拖至岸边;方法二：若没有救护器材，可以入水直接救
护。(要告诉孩子只有大人可以下水救人)

小孩发现有人溺水，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

孩子按照教师的讲解方法，全班孩子每2人分成一个小组，进
行模拟演示，1人扮演溺水者，1人扮演救护者。每个小组轮
流进行，其他同学细心观察，最后做出总结，指出优点和缺
点。

(2)如何开展岸上急救

教师详细讲解急救步骤：

第一步：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立即将其口腔打开，清除
口腔中的分泌物及其他异物。



第二步：控水。

救护者一腿跪地，另一腿屈膝，将溺水者的腹部放到屈膝的
大腿上，一手扶住他的头部，使他的嘴向下，另一手压他的
背部，这样即可将其腹内水排出。第三步：如果溺水者昏迷，
呼吸微弱或停止，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通常采用口对口吹
气的方法效果较好。

第四步：注意要在急救的同时，要迅速打急救电话120送医院
或者向附近的大人寻求帮助。

四、安全总结

1、孩子小结：

通过这次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

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希望孩子们通过
这堂安全教育课，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防溺水安全
原则的好习惯。不和哥哥姐姐等小孩去危险的池塘、江河、
水库，不单独跑到危险的地方玩水。

五、活动延伸

请家长利用周末时间，查找书籍、上网等方式让孩子深入了
解防溺水的知识，并编成故事。

活动目标：

1、懂得预防溺水的相关知识。

2、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件发生。



活动准备：自制课件

活动过程：

一、导入

二、了解令人心痛的溺水事件?

讨论：你从中体会到什么?

三、看相关图片，体会失去孩子后父母的悲痛

讨论：你看到什么?想到什么?

四、学习《中国儿童意外溺水调查报告》

五、教育幼儿如何预防溺水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摸底和不知水情或比
较危险且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好的游泳
场所，对场所的环境(如该水库、浴场是否卫生，水下是否平
坦，有无暗礁、暗流、杂草，水域的深浅等情况)要了解清楚。

2、必须要有组织并在老师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
以便互相照顾。如果集体组织外出游泳，下水前后都要清点
人数、并指定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3、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平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
参加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
动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待适
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防
呛水时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贸然
跳水和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



流和漩涡处游泳。

5、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
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六、教育幼儿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教学反思：

教学主要是通过教师课件演示、学生讨论、角色扮演来完成，
使学生认识到了在河道、水渠、池塘、水井、水池、水库中
嬉水落水的危险;知道了在路上的井盖以及开放性水域无明显
警告标志和隔离栏的地方危险性大;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
疲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很容易造成溺水事故。让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溺水自救与预防
知识，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但是，安全教育不是一二节课就
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将安全工作细致
化、常态化。生命安全，警钟长鸣!

;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九

活动目标：

1、认识常见的交通标志，了解标志的作用和特征。

2、通过模拟练习，初步掌握一定的交通规则。

3、形成初步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1、媒体的动画课件：红红闯红灯。



2、事先拼接好的违反交通规则的录像。

3、幻灯片：去秋游的场景布置活动过程。

活动过程：

1、边观看动画课件边讨论：

（1）妈妈带红红去红绿灯旁的广场玩，广场真漂亮，红红看
到花丛中有一只漂亮的蜻蜓。就去捉蜻蜓玩。蜻蜓飞到了马
路对面，红红一路追过去，马路上驶过一辆车，红红差点被
车撞上。

（2）为什么红红差点被车撞上？

教师小结：红红离开妈妈在马路上追蜻蜓，不遵守交通规则，
差点被车撞上，这样太危险了。

（3）组织幼儿讨论：如果你是红红，你会怎么办？

教师归纳：过十字路口要看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不管
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马路上追逐、玩耍，
不能乱闯红绿灯。

2、看录像，进一步了解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播放录像，让幼儿讨论、回答。

3、看幻灯片，引导幼儿认识有关的交通标志。

教师出示各种交通标志的图片，请幼儿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试着说出这些分别是什么标志，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教师：
刚才小朋友说出了这些标志的意义，那到底说的对不对呢？
老师来告诉你吧！（教师仔细讲解每个交通标志的名称及意
义）



4、游戏——我指你说：教师指出标志图片，让幼儿说出标志
名称及含义，以让幼儿巩固复习。

5、情景模拟游戏"秋游去"。

（1）带领幼儿一边走一边根据场景提问，认识标记，巩固对
交通规则的认识。

场景一：人行道和车行道。教师：前面有两种路，行人该走
哪一种路？行人应该注意什么？

场景二：十字路口。要过马路了，我们应该怎么走？

场景三：天桥。这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走？

（2）顺利到达目的地。

延伸活动：

户外活动和中小班小朋友玩遵守交通安全的游戏。

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班篇十

二、活动目标：

1、知道感冒了身体很不舒服，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2、了解感冒的基本知识，知道生病时要及时配合医生进行治
疗。

3、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三、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语言cd、小猪头饰



四、活动重难点：

重点：使幼儿知道感冒后身体很不舒服，懂得身体的健康的
重要性。

难点：了解基本的预防感冒的小常识。

五、活动过程：

(一)导入部分：

1、以情境表演引出活动。

教师戴上小猪胸饰和大家打招呼。

教师假装打了两个大大的喷嚏一一“阿嚏，阿嚏”。

教师：小猪怎么了?为什么会感冒呢?感冒了怎么办呢?

2、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故事《小猪生病了》。看看小猪是怎么
生病的?

(二)引导幼儿欣赏故事，看完故事提问。

1、小猪得了什么病?

2、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3、小白怪是怎么被赶跑的?你喜欢生病的小猪还是治好病的
小猪?为什么?

教师：如果小朋友你得过感冒了吗?感冒后身体有什么不舒
服?

(三)了解感冒后的主要症状



请得过感冒的幼儿说说自己感冒后有什么不舒服?

1、师：小朋友你得过感冒了吗?感冒后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幼：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发烧……

2、小结：感冒时，人很不舒服，会打喷嚏、咳嗽、流鼻涕、
喉咙痛、发烧，严重时大人不能上班，小朋友不能上学。

(四)了解感冒的原因及患病后的做法。

1、引导幼儿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感冒的原因。

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会感冒吗?(天气冷了着凉了、被传染了、
缺乏运动、睡觉蹬被子……)

2、如果你感冒了应该怎么做?(看医生、打针、吃药、多喝开
水、注意休息、不去公共场所……)

(五)了解预防感冒的方法

1、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不感冒呢?引导幼儿讨论(多喝开水、
多吃蔬菜水果、感冒流行季节，少去公共场所、晒太阳、坚
持锻炼身体……)

2、预防感冒有很多方法。

六)活动结束：师幼共同随《健康歌》做运动，活动结束。

六、活动延伸：

家人感冒后你应该怎么关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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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欣赏花灯，感受中秋节看花灯的热闹场景。

2、培养幼儿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热爱与传承精神。

3、教会幼儿做个胆大的孩子。

4、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各种花灯图片。

活动过程

师：过几天就是什么节日啦?(幼儿：中秋节)

师：中秋节我们都做些什么?(幼儿：吃月饼、赏月、提灯笼)

师：老师这里有一些花灯，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吧请幼儿欣
赏图片中的花灯，说说所看见的花灯是什么样子的?什么颜色，
有什么特点，引导幼儿用语言进行归纳、总结，初步感受中
秋节欣赏花灯的热闹场景。

活动结束

让幼儿中秋节的时候注意观察身边的花灯，遇上自己喜欢的、
新奇的都可以以拍照的形式拍下来，回校后与其他幼儿一起
分享。

教学反思：

作为一名中班的教师，班上的孩子年龄幼小，缺乏保护自己
的能力，老师就要将工作做到最细微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要多学习，积累，调整。我想，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方法，那时，幼儿的安全问题不会再
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