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安全自护教案(模板6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幼儿安全自护教案篇一

1、通过借故事《好饿的小蛇》》让幼儿了解狼吞虎咽吃东西
的危险性，养成细细嚼慢慢咽的好习惯。

2、培养幼儿吃东西时专心，不玩闹的良好进餐习惯。

【活动准备】ppt课件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师：小朋友，这些食物大家都认识吗?都有些什么食物呢?

师：你们喜欢这些食物吗?

师：有一条小蛇也很喜欢这些水果，一起来看看它是怎样吃
东西的?

(二)了解狼吞虎咽的危险性

观看《好饿的小蛇》视频故事

师：小朋友，你们来说说小蛇是怎样吃东西的?

师：第六天，小蛇扭来扭去散步的时候看见棵红苹果树，它



做了什么?

师：小朋友，你们觉得小蛇这样吃东西安全吗?

师小结：如果在食用食物时，狼吞虎咽的吃，很容易呛在食
道里，严重的会窒息，危害小朋友的生命。

(三)判断行为

师：小朋友，你们说说看怎样吃东西才安全呢?

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吃东西的行为看看对不对?

图一：边走边狼吞虎咽(叉叉)

图二：吃东西的时候追逐打闹(叉叉)

图三：专心吃饭(勾勾)

图四：没有成人的监督下吃果冻(叉叉)

师：为什么图一、图二和图三都是不对的行为呢?

师小结：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不能打闹玩笑、要细细嚼慢
慢咽、不狼吞虎咽。果冻要用勺子吃，不要吸食同时要有大
人在身边。因为这些食物比较的细小，如果狼吞虎咽的吃容
易卡在喉咙里或者呛在食道里。

总结安全小儿歌：

小朋友要注意，

吃东西时要专心，

不跑不玩笑，



细细嚼慢慢咽，

安全意识要牢记。

延伸活动：

现在请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食物，记住要细细嚼慢慢咽。

幼儿安全自护教案篇二

一、设计思路：

随着自然环境的污染，自然灾害也随之增多。其中雷电的安
全事故现象也有发生。家居的危险用电事故也有发生，并且
多是幼儿事故。让幼儿从小就认识如何防雷电和在家时如何
安全用电，是我们教师必不可少的教育工作。于是，特此设
计了此活动。安全知识，理性的东西比较强，我们考虑到这
一点之后，于是，在活动的前端，便设计了躲雷雨闪电的情
景，让幼儿自由地发挥，老师在旁边仔细地观察、引导，让
幼儿通过亲身经历之后，再让他们来掌握正确的方法，这样
便会更加容易接受和掌握，再者，通过表演游戏的形式，让
幼儿在玩中学，更快、更好地掌握住所学的安全知识。

二、活动目标：

1、教育幼儿节约用电、安全用电。

2、教育幼儿学会如何防雷电。

3、锻炼幼儿对事情的判断能力和想像力，增强幼儿的安全意
识。

三、活动准备：



课件《如何防雷电》；躲雷雨闪电的情景场地布置（即游戏
场地）：大树一棵、电线杆一条，房子一座，雨的形成：用
银色的包装纸剪成一条条细小的长带，挂在场地的房顶上面
飘落下来；情景演习的'准备：电烫斗一个，一件破了一个洞
的衣服；小兔子头饰、木篮子各40个；音乐《下雨了》。

四、活动过程：

（一）活动的导入：

今天，黄可芳小朋友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做客，现在，我们出
发吧。

（二）躲雷雨闪电的情景：

1、刚走到半路上，突然传来一阵雷雨闪电的声音（用录音机
播放音乐），“孩子们，下雨了，打雷啦，赶快躲”。仔细
观察孩子们躲在哪里。

2、雨停了，继续走，来到了黄可芳的家里坐下，她妈妈热情
招待我们。

（三）围绕刚才躲雷雨闪电的情景进行提问：

1、刚才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啦？

2、你们是怎样避雷雨闪电的？躲在哪里？

3、今天小可爱也遇到了像我们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一起
来看看她是怎样做的？

（四）观看课件《如何防雷电》。

（五）围绕课件内容与幼儿展开讨论：



1、故事里的小可爱她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2、小帅哥又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3、小可爱、小帅哥谁做得对呢？请幼儿自由讨论，锻炼幼儿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事情的判断能力。

4、老师小结应该怎样防雷电。

（1）不可以跑到大树下躲雷雨闪电。

（2）不可以躲在电线杆下。

（3）不可以躲在高危的地方。

（4）不可以躲在潮湿的地方。

（六）情景演习：

突然在黄可芳家里的一个角落里冒出一阵阵烟和闻到一股烧
焦的味道。

（七）与幼儿一起讨论应该如何安全用电。

1、寻找出冒烟的苗头（原来是黄可芳贪玩，用电烫斗烫衣服
忘了关掉电源，把衣服烧焦了）。

2、与幼儿一起讨论在家该如何安全用电？请幼儿各抒已见，
这时候，要运用灵巧的引导语言来开发幼儿的想像力和对事
情的判断力。

3、老师小结该如何安全用电：

（1）不玩弄电器的插头，需要时请大家帮忙插和拔。



（2）不用湿手触摸电源开关。

（3）在没有学会操作前不能随便按动电器上的旋钮及各种键，
有的家电只有大人才能操作，不能随便乱动。

（4）注意节约用电，要随手关灯，没人时不开灯，电视看完
要及时关掉。

（八）表演游戏：

《下雨啦》。情景设计：播放音乐《下雨了》，兔妈妈和兔
子们随着轻快的音乐采蘑菇，突然下雨了，打雷啦，兔妈妈
和兔子们赶快躲雨，雨停了，兔妈妈表扬躲得好、躲得对的
小兔。

五、活动评价：

1、幼儿对安全用电的知识掌握得很好，大部分幼儿都有这方
面的经验，这说明，家长们在家都有教育幼儿如何安全用电。

2、幼儿对参与表演性质的游戏非常感兴趣，幼儿在玩中学得
更好、更快。这个活动环节如此吸引幼儿，应该让幼儿多玩
几次游戏，在以后的户外活动中，要安排插入这个游戏让孩
子们玩。

3、幼儿的想像力比以前有所进步，并且对事情的判断能力也
提高了不少，这真是可喜可贺，我发觉孩子们在玩中、在动
态中更有积极性，更能发挥他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思维都变
得活跃而富有前进性。

幼儿安全自护教案篇三

1.知道进餐时正确的方法和错误的行为。



2.能对各种进餐过程中的行为做出是否安全的判断。

1.幼儿人手一支笔。

2.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1.谈话引发幼儿生活经验的兴趣，导入活动。

（1）小朋友们，早上在家里吃了些什么啊？

（2）你在吃饭时有没有发生什么危险的事。

2.引导幼儿阅读教学图书第一组图。

（1）我们来看一看图中的.小朋友是怎么样吃饭。

（2）引导幼儿阅读图画中的行为。

（3）引导幼儿阅读图画并判断正确。

3.引导幼儿阅读教学挂图第二图。

4.教师总结结束活动。

幼儿安全自护教案篇四

1、了解食用小颗粒食物的注意事项，能细嚼慢咽。

2、知道吃东西时不嬉戏打闹。

3、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4、初步了解预防疾病的方法。

活动重难点



1.重点：知道吃东西时不嬉戏打闹，能细嚼慢咽。

2.难点：了解食用小颗粒食物的注意事项。

活动准备

1、小猴手偶一个。

2、多媒体教学资源《馋嘴猴》。

活动过程

（一）出示小猴手偶，引起幼儿听故事的兴趣

教师边操作手偶一边说：我是馋嘴猴，刚从医院出来，你们
知道我为什么进医院了吗？（生病了）

（二）欣赏故事《馋嘴猴》

分段播放多媒体教学资源《馋嘴猴》，引导幼儿了解吃小颗
粒食物的注意事项

提问：馋嘴猴吃花生时，发生了什么事？

小兔医生对它说了什么？应该怎么吃？

馋嘴猴吃果冻时，又发生了什么事？小兔医生对它说了什么？
应该怎么吃？

馋嘴猴吃红枣时，发生了什么事？小兔医生又对它说了什么？
应该怎么吃？

以小猴口吻进行小结：吃花生、瓜子、枣等食物一定要嚼碎
了再咽；吃果冻时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请他们打开果冻，
注意不能吸食，用小勺舀着吃。幼儿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



不说笑，不打闹。

（三）学说儿歌《嚼嚼碎》，巩固幼儿正确进食的方法。

小宝宝，真能干，吃东西要嚼烂，不急不抢不说话，一口一
口慢慢咽。

（四）活动结束

设计意图

由于小班幼儿的年龄小，自我保护意识较差，在吃东西是一
不注意很容易发生被呛着、噎着的现象，造成严重后果，威
胁生命和安全。为此，我们要让幼儿了解进食时的注意事项，
培养幼儿良好的进食习惯。因此，开展了本次教学活动。

小百科：

孔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于是很多人觉得，连孔
圣人都讲究吃细粮精肉，那必是对的。其实，这先强调的是
饮食过程中的从容，也是养生之必需。其次，在孔子的那个
时代追求精细，也是一种合乎营养学的饮食平衡。

幼儿安全自护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初步培养幼儿的上下楼时的安全意识。

2、提醒幼儿上下楼梯时要遵守一定的规范。

3、学习上下楼的正确方法。

活动过程



一、导入

情景导入，激发幼儿的兴趣。

它提醒小朋友要注意安全，小朋友你们知道应该怎样正确、
安全的上下楼吗?

二、展开

1、请幼儿说一说平时是怎样上下楼的?

2、老师小结帮助幼儿了解掌握。

小结：小朋友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不要害怕也不要着急，靠
右边走，眼睛看着前方，右手扶住栏杆，脚踩稳台阶一级一
级的向前走。

3、提问：人多的时候应该怎样上下楼梯呢?(请幼儿自由回
答)

小结：人多时要一个跟着一个上下楼，不拥挤，不抢先，上
下楼时要考右边走。

4、老师带领幼儿练习上下楼，到小狗家送礼物。及时提醒、
帮助动作不协调或有不安全行为的幼儿。

三、延伸

1、幼儿集体唱生日歌向小狗表示祝贺。请一名幼儿当“小
狗”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小狗与小朋友告别。

2、活动延伸：在平日的活动中随时指导幼儿形成良好的习惯。

[小小班幼儿安全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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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安全自护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知道生活中有许多尖利的东西，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2、了解一些避免尖利物品伤害身体的方法。

活动准备：

1、各种尖利的物品，如笔、剪刀、树枝、筷子等。

2、手偶若干

活动过程：

1、教师讲故事《小猴哭了》。

2、教师出示带有尖头的笔，引导幼儿讨论。



教师：为什么这样的笔碰到小猴的眼睛里，它会大哭？（笔
有一个尖尖的笔头，戳在我们的身体上会觉得痛。有时尖尖
的东西会戳破我们的身体，导致流血。尖利的东西对眼睛的
伤害特别大。）

3、讨论：你们还见过哪些东西是尖尖的？

尖利的东西有很多，如各种刀、树枝的尖头、筷子等，幼儿
每讲一物品教师就拿出一样，放在幼儿的面前。

4、观看手偶表演，比较不同行为的性质。

请幼儿观看手偶表演，每段表演后分别让幼儿讨论：怎样做
才不会让自己受伤害？

情境一：小兔子用画画的笔（笔是细长的）在别人脸上点墨
水。

情境二：小猴在耍弄树枝。

情境三：小兔子一边望着窗外，一边在用剪刀剪纸。

情境四：小鸭用筷子对着老师的眼睛在说话。

5、教师小结教师：首先要用正确的方法使用这些物品；其次
不要拿尖利的物品和同伴哄闹、玩耍；第三，当周围有同伴
在这样哄闹时要提醒他们、并躲开他们活动建议：

活动延伸：

幼儿的日常活动中，在幼儿使用这些尖利的物品前，特别提
醒幼儿注意使用的安全性。

家园共建：



提醒家长密切关注幼儿在家的游戏活动，检查家里是否有不
安全的因素，避免这些不安全的因素对幼儿造成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