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活动安全教案(实用8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
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班活动安全教案篇一

1.正确感知7以内物体数量，学习将实物分类并用相应的数字
表示物体的数量。

2.对包糖果、数糖果活动感兴趣，能较专注地参与操作活动。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

(1)幼儿喜爱各种各样的糖果，有包糖果的经验。

(2)接触过数字与数量匹配的活动。

2、物质准备教具：数卡1-7;投影仪学具：糖果纸，纸团，数
卡5套，贴纸，水彩笔，操作单1、2、3。

活动过程：

一、包糖果

1、引出活动内容师：新年快到了，我们要做一些新年糖果打
扮我们的教室，甜甜蜜蜜过新年。大家一起来帮忙吧!

2、观察活动材料。



师：每一组都有一些糖果和糖纸，请小朋友把糖果全部包完
哦!

3、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提醒幼儿包糖果时将糖纸的两头拧紧，才能把糖果包紧。

二、分糖果

1、师：糖果都包好了吗?现在我们得把这么多糖果分一分，
怎么分呢?(一样颜色的放在一起)

2、师：好吧，我们就把一样颜色的糖果放在一个盘子里，数
一数每种颜色的糖果有几颗，在选一个数卡朋友来表示。

三、确认糖果师：现在请小朋友们一起说一说各种颜色的糖
果有几个?

四、幼儿操作

1、教师出示“糖果数字练练看”操作单。

师：这里还有很多糖果朋友呢!请大家仔细数一数贴纸中的每
个糖果罐里有几颗糖果，把糖果罐贴到和数字卡片相等的线
上，然后在最小和的两个数字下面做自己喜欢的标记吧!

鼓励能力尚欠的幼儿收口一致仔细点数，引导能力较强的幼
儿尝试目测默数糖果的数量。

2、教师出示“找糖果”操作单教师：这里有几罐糖果，你觉
得这个罐子里应该有几颗糖果呢?(7颗)你是怎么知道的?(因
为这个罐子上标有数字7)。师：你真聪明。

师：那请你仔细数一数，这个罐子里现在有几颗糖果(4颗)，
那怎么样才能变成7颗呢?(再画3颗)师：真棒，待会请你试一



试。

师：请你再看一看这一罐，因该有几颗糖果呢?(5颗)，请你
们仔细数一数现在罐子里有几颗糖果(7颗)，师：哦，原来是
太……多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把它划掉2个)。

3、教师出示操作单三师：小朋友们，这个游戏你会玩玩
吗?(会)待会儿也请你去玩一玩哦。

师：我们今天总过要玩几个游戏啊?(3个)做完游戏了，我们
要轻轻地回到自己的小椅子上。好，现在请小朋友们轻轻地
去玩游戏吧。记得3个游戏都要玩一玩哦。

五、幼儿游戏，检查操作单，活动结束。

师：游戏结束时间快到啦，还没有玩好的小朋友要抓紧时间
哦。游戏做好的小朋友，请你和身边的好朋友说一说你是怎
么玩游戏的。

师：游戏结束了，请每个小朋友有轻轻回到自己的小椅子上。

中班活动安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在游泳活动中要注意安全。

2、了解一些游泳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方法。

活动准备:

1、救生圈一只

活动过程



1、出示救生圈,引导幼儿听故事的兴趣。

教师:天气真热呀,这是什么?在什么活动中可以用到?

2、教师讲故事《游泳池里的故事》。

3、了解一些游泳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方法。

教师:丁丁在下水前做了什么事?洋洋有没有做?后来发生了什
么事情?谁做的对?(游泳前要做准备活动,可以防止在水中抽
筋。)

教师:游泳池里的人太多了,洋洋想去哪里游泳?为什么不能去
郊外的小河里游泳?

教师:在游泳池里,丁丁和洋洋又玩起了什么游戏?救生员叔叔
为什么制止了他们的游戏?4、教师在次将故事,让幼儿了解在
游泳中注意安全的重要性。

5、操作活动:游泳需要什么?

教师:如果你想去游泳,可是你不会游泳,你会请谁带你去?又
会选择哪些泳具?

延伸活动:在益智区:让幼儿在游戏时进行“游泳需要什么”
的操作活动练习。

中班活动安全教案篇三

为进一步展示我县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阶段性成果，促进本
县中小学教师在教学思想、观念、方式、方法以及主题单元
教学设计和研究性学习教学活动的教学设计等方面的转变和
提升。特举办x县中小学教师优秀教学设计(教师教育技术能
力培训专项)评优活动。



二、活动目标：

以《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教程(中级)》的内容，以
单元设计为主题，采用中观教学设计思维，加强信息技术在
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实施教学方案、开展教学评
价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教师的新课程理念向教学行为的
转化，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三、设计要求：

1、结合现行的课程内容，以信息化背景下的新课程教育理念
为指导，强化以单元主题为主的中观教学设计。

2、设计课型可以是常规课程，也可以是研究性学习课程。

3、一个主题中包含若干个专题。

4、设计模板参照《教育技术中级培训教材》

四、活动对象：

所有参加“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的中小学教
师。

五、时间安排：

1、3月在全县教育信息化推进会议上作具体的宣传、发动和
布置工作。

2、4月-5月，教师认真设计教学方案，或对原有的作业进行
修改后交学校“教育技术能力培训”项目负责人。

3、5月下旬，由各校的“教育技术能力培训”项目负责人组
织，由各校主讲教师从中推荐好的教学设计作品上传。各校
推荐的作品数量在10件以内，原则上涵盖各学科。



学校姓名学科教学设计主题课型

5、6月x县教育信息化应用工作小组组织评选，评出等第奖。

中班活动安全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感受欢快的音乐形象，模仿青蛙跳，捉虫的动作。

2、喜欢听音乐做游戏。

3、懂得青蛙是保护庄稼的益虫。

活动准备：

1、农田背景一幅，纸制害虫若干，青蛙胸饰人手一份，音乐
磁带、录音机。

2、活动前让幼儿认识青蛙和了解青蛙的生活习性。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 律动：教师份青蛙妈妈，幼儿扮青蛙宝宝，宝宝和妈妈
一起随着音乐做律动愉快地进教室。

(二)基本部分

1、 复习歌曲《青蛙捉害虫》

2、 提问：1)宝宝先想一想，捉害虫的时候，为什么动作要
轻，不能发出声音?



2)宝宝做给妈妈看一看，你是怎样捉害虫的?(让幼儿用形体
表现)

3、 教师示范青蛙捉害虫动作要领。

1) 青蛙跳：两脚分开，两腿屈膝，手心向前，五指张开，轻
轻跳。

2) 捉虫动作：蹲下来，两臂在体前伸直，手触地，腿分开，
眼睛盯住虫子，轻轻跳过去捉害虫。

4、 幼儿在教师指导下，练习两遍青蛙跳和捉害虫动作。

5、 游戏：小青蛙捉害虫

1) 教师讲解游戏规则。

2) 幼儿在教师指导下做游戏两遍。

音乐开始，幼儿唱歌小青蛙捉害虫，唱完后，做模仿动作青
蛙跳，来到农田，蹲下来，做捉虫准备。当教师说轻轻跳过
去捉害虫小朋友模仿青蛙捉害虫的姿态，靠近害虫跳跃，捉
住害虫，假装吞食。

(三)结束部分教师小结，做律动小青蛙离开教室。

中班活动安全教案篇五

为了使美琪的孩子们对元宵节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民俗习惯有
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通过包汤圆、画灯笼、猜灯谜等一系
列活动为载体，充分地让孩子们感受“元宵节”特有意义及
给人们带来的喜气和欢乐。

二、活动主题



欢乐元宵节

三、活动目的

1.尝试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元宵节的相关经验，进一步了解元
宵节的来历和风俗习惯;

2.通过各项活动营造节日喜庆氛围，让孩子大胆地想象与创
造;

3.加强孩子动脑、动手能力，达到孩子能通过不同的形式表
达自己的感受与理解的教育意义。

四、活动时间

五、活动地点

六、参与人员

七、活动流程

1.主持人开场致辞;(3分钟)

2.故事讲述：元宵节的由来(老师提前准备故事生动的讲
述);(5分钟)

3.欢乐元宵——一起包汤圆(20分钟)

规则：老师将提前准备好的面粉、水、糖心分发给学生和家
长，一起动手包汤圆(并在其中三个中藏入小枚硬币，作为最
后的幸运奖奖励)，最后将汤圆入锅。

4.欢乐元宵——书写心愿卡片(20分钟)

规则：老师给学生发放准备好的卡纸，画笔，打孔器等活动



需要材料并设计属于自己班级的许愿卡片，让孩子和家长一
起书写心愿卡片，最后裁好并打孔穿线，交于教师保管。

5.欢乐元宵——提灯笼游戏(30分钟)

规则：本轮为亲子游戏环节，家长在规定时间内，用提灯杆
在指定路线往返运送灯笼(可用旺仔易拉罐代替)，挑选12组
家长和孩子参加，游戏分三轮，每轮4组规定时间内孩子筐里
瓶数最多者获胜，赢得奖品。

6.欢乐元宵——猜灯谜(30分钟)

规则：老师将家庭分组，每6组家庭围城一圈，每组分发5-10
道谜题，答对题数最多组获胜，获胜组可以扎“幸运气球”
赢取礼品。(灯谜及谜题见附件一)

配合音乐：欢快节庆音乐

7.欢乐元宵——和我一起吃元宵(20分钟)

配合音乐：《卖汤圆》

八、物料准备

九、人员分工

1名主持人

6名老师提前一小时到会场做布置;

10名老师负责活动时各班级学生秩序和纪律;

1名老师负责音乐和现场ppt播放;

4名老师负责物料采购，现场物料发放和收集;



5名老师负责汤圆的烹煮和发放。

十、注意事项

1.现场纪律秩序控制;

2.活动过程中排除安全隐患，避免孩子在活动中受伤。

十一、费用预算

活动物料尽量使用学校原有资源，适当购置相关物品，活动
预算控制在300元左右。

中班活动安全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能按动物的某一特征进行排序，积累有关正逆向排序的经
验。

2、对排序活动产生兴趣，能按自己的想法表达与表现。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活动准备：

课件、排序图片

活动过程：

一、引出课题，激发排序兴趣



1、出示“桃子”图片，来了哪些动物?

2、动物们都想先吃到这个大桃子，桃子该让谁先吃?

二、自主操作，唤醒排序经验

1、要求：给动物排队，说说你的理由。

2、幼儿自主排序。

3、交流：你是按什么顺序排的?

三、跟进阅读，梳理排序方式

(一)按某一特征正向排序

1、按个子的高矮排序

2、按体重的重轻排序

3、按嘴巴的大小排序、按尾巴的长短排序

4、梳理：同样的动物按不同的特征排序，结果不同。

(二)按某一特征逆向排序

1、毛毛虫按什么顺序排才能得第一?

2、出示毛毛虫第一的排序，这是按什么顺序排的?

3、如果让毛毛虫得第一还可以怎样排?幼儿操作

4、生活中有没有从小到大的排序?

5、梳理：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序结果相反。



四、排序游戏，迁移排序经验

3-4名幼儿合作游戏，按各种特征进行排序

中班活动安全教案篇七

一、活动目标：

1、对滚动的物体发生兴趣，发现滚动物体的形状特征。

2、探索滚动轨迹与物体形状之间的关系。

二、活动准备：

方形积木若干和球、木棍等各种圆的物体。

三、活动过程：

(一)幼儿自由操作材料，发现滚动物体的形状特征。

1、出示一圆形物体，操作滚动。

小朋友，这是什么?它怎么样了?还有哪些东西会滚动呢?(幼
儿自由发言)

2、幼儿自由选择物体，进行实验操作。

3、教师幼儿共同总结实验结果。

〈1〉你玩的是什么?你是怎么玩的?为什么它们会滚动呢?

〈2〉引导幼儿讲述自己在玩中的新发现、新问题。

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你还发现了什么问题?(启发式提问：
它们滚得一样吗?有什么不同?)



(二)幼儿再次自由造作材料，探索圆形物体滚动轨迹的不同。

为什么有的物体滚一下不动了，有的能滚很远。有的可以到
处滚，

有的却朝一个方向滚。为什么有的滚得很直，有的会拐弯。

(三)幼儿再次操作材料，探索滚动轨迹与物体形状之间的关
系。

1、幼儿自由选择材料进行实验操作。

2、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什么物体滚动的轨迹不同。

3、教师操作两种不同的形状的物体，验证幼儿猜想。

4、师幼共同交流实验结果：物体的滚动与它们的形状有关系，
茶叶筒可以滚直是因为两头是一样粗的，一次性纸杯滚不直
是因为两头粗细不一样。

(四)幼儿滚动自己身体

小朋友，我们的身体也会滚动，大家一起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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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文档

中班活动安全教案篇八

1、探索物体等分的多种方法，激发对等分的兴趣。

2、学习将一个物体分成相等的两份，学习感知二等分。

3、发展观察能力、比较能力。

【活动准备】

各种图形若干、各种实物图片若干、夹子若干、拱形两个、
记录卡人手一张。

【活动过程】

一、参观商店导入，引起兴趣，初步感知二等分。

1、导入语：“今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起去参观商店，好吗?”

2、幼儿自由参观。

3、小结：“你看见了什么?”

4、自由探索二等分的分法。

5、要求：请用折叠的方法把喜欢的折成相同大小的两份。

6、小结：把一个物体分成相等的两份，叫做二等分。

二、幼儿操作探索，进一步感知二等分。

1、示范演示。



2、操作要求：

(1)请用折叠的方法把图形分成相等的两份，并完成记录卡。

(2)操作时注意自己的坐姿和握笔姿势。

三、小结与评价。

四、游戏：“找朋友”，巩固二等分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