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教育吃东西要仔细反思 幼儿园大班
安全活动教案尖利的东西含反思(通用8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安全教育吃东西要仔细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感受、了解尖利物品的危害性，知道各种各样尖
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继续积累幼儿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
处理和保护方法。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了解哪些尖利的物品不能玩

活动难点：能说出简单的处理方法和保护方法。

活动准备



1、活动课件一份

2、各种尖利物品实物及图片若干（剪刀、铁钉、牙签、铅笔、
水果刀、针、玻璃等）

教学过程

一、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然后回答问题并讨论。

情景内容：妈妈和宝宝一起削果，妈妈中途上厕所离开没有
放好水果刀，宝宝好奇拿起刀学妈妈的摸样也削起了果，结
果手被刀给划伤了。

1、刚才小朋友怎么了？（出血了）

2、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了？（被划破了）

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幼儿自由发言）

4、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不要随便去触摸或者
玩一些尖利的物品，或者在使用一些尖利的物品时要知道正
确的使用方法）

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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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弄伤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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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我们受伤，影响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二、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受了伤的伤口。

1、如果不小心被划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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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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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能要伤口沾到水，不能随
便揭掉包布，要按时找老师、医生换药等。）

三、认知与交流：

1、教师：“小朋友说得很好，其实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很尖利
的东西，你们能说一说都有些什么？”

2、教师引导幼儿自由发言生活中常见的尖利物品，并任意出
示几种，请幼儿说说它们的名字和用途。

小结：在我们的生活用品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的
东西有着锋利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帮了我们许多忙。如有了尖尖的笔，我们就可以写较小的字；
有了锋利的剪刀，我们就可以把纸剪成各种形状；有了细细
长长的筷子，能方便我们夹饭菜等。

3、结合课件，进行安全教育：

教师：“这些尖利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可是如果使用
不正确，会使我们受到伤害，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图片。”

（1）请小朋友看看课件上小朋友在做什么？他们这样做对不
对？为什么？

（2）如果是自己，会不会像图上的小朋友一样做这些危险的
事情？

（3）以后自己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教师小结：在使用尖利的物品时，要小心，不能像图片上都
孩子一样，将剪刀随意在自己身上乱剪，也不能在用嘴巴含
着筷子、吸管或吃用小棒串着的食物时走来走去。尖利的物



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儿因为自己年纪还小，
有一些尖利的物品还不能使用，也不要去尝试，更不能当玩
具玩，要远离这些尖利的东西以免我们会受伤，影响我们的
活动和生活，等小朋友长大了，本领变大了，会正确使用这
些东西就会对自己有帮助了。

四、教师：“小朋友真棒，都知道尖利的东西对我们带来的
危害，又说出怎么处理和保护受伤的手，现在老师请小朋友
再来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把贴在把杆上的图片找找有哪样
东西是给我们带来危害的，我们把它给找出来，以后我们见
到时就要特别小心，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危险不容易受伤了，
好吗？”

五、延伸活动：带孩子一起到户外寻找尖利的物品，也可以
建议孩子回家一起和爸爸妈妈在家一起寻找尖利的物品。

教学反思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的目标比较明确，内容的贴近幼儿生活。
不足的是在活动中教师没有能很好的让幼儿理解“尖利”的
特征和含义，在引导幼儿观察回答问题不够深入，比较着急
的说出答案。在课堂的随机性教育也要加强，像有个孩子说
到药也是容易伤害我们的时候，教师不应该局限在活动内容
中急忙反驳幼儿的说法，说药不能伤害人，其实药在无形之
种隐藏的危害也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教师在小结时语言的表
达还不够紧密，活动结束的游戏环节设计应该可以更活跃一
些。教师应在今后的活动设计上要想得更周到，更详细，这
样孩子在活动中掌握的知识会更多，更好。

安全教育吃东西要仔细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学习使用剪刀、筷子、笔、刀、吸管、游戏棒等物品的正
确方法。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活动准备

若干尖利物品，筷子、剪刀、笔、刀、吸管、游戏棒等

活动过程

一、幼儿观察了解尖利物品，知道名称，了解它的用途

1、在小朋友的桌上摆放着些什么东西？

2、它叫什么名字，在生活中有什么用处？

3、它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4、它们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5、你还知道哪些尖利的物品？

小结

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的东西有着锋利
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帮了我们许
多的忙。但尖利的东西却容易伤人。

二、交流生活中使用尖利物品不当造成伤害的体会



1、你在生活中用过哪些尖利的东西？

2、它有没有对你造成伤害？

3、为什么会弄伤？

使幼儿知道不正确地使用尖利的物品会给我们带来伤害。

三、讨论正确使用尖利物品的方法

1、这些尖利的物品使用不当会伤害我们，那我们应该怎样来
使用它呢？

2、请个别幼儿示范正确的使用方法。

四、教师进行小结

安全教育吃东西要仔细反思篇三

活动名称：

尖利的东西会伤人

活动目的：

1、让幼儿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教幼儿学习使用剪刀、筷子、笔、游戏棒等物品的正确方
法，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教师准备一些尖利的物品，如笔、筷子、剪刀、游戏棒等。

活动过程：



一、介绍已准备好的一些尖利物品的名称、形状及用途，让
幼儿了解这些物品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

1、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各种形状的物品，这些物品的形状
都是根据我们的需要设计出来的。今天老师带来了我们生活
中经常接触到的某些尖利的物品，请你们介绍一下它的名称、
形状和用途。（逐一出示准备好的物品，请幼儿介绍。）

2、小结：在我们地生活用品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
的东西有着锋利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
便，帮了我们许多忙。如有了尖尖的笔，我们就可以写较小
的字；有了锋利的剪刀，我们就可以把纸剪成各种形状；有
了细细长长的筷子，能方便我们夹菜等。

二、让幼儿根据自己的体会谈谈尖利物品的使用不当时，会
对人造成危害。

1、提问：你们有没有被尖利的物品划伤、割破过？为什么会
被弄伤？

2、让幼儿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较详细地讲述事情发生的过
程，让幼儿明确不正确使用尖利物品会给我们带来危险。

三、讨论：如何正确使用尖利物品，要学会保护自己或不伤
害别人，学习正确使用笔、剪刀、筷子、游戏棒的方法。

1、这些尖利的物品使用不当伤着我们，那该怎样正确使用才
能确保安全呢？

2、请一幼儿演示如何使用，其他幼儿讨论他的方法是否正确、
安全。

四、小结：



在使用尖利的物品时，不能将尖利物品拿在手上随意挥舞，
也不能在用嘴巴含着筷子、吸管或吃用小棒串着的食物时追
逐、打闹。尖利的物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
儿因自己年纪还小，有一些尖利的物品还不能使用，也不要
去尝试，更不能当玩具玩。

安全教育吃东西要仔细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学习使用剪刀、筷子、笔、刀、吸管、游戏棒等物品的正
确方法。

3、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4、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若干尖利物品，筷子、剪刀、笔、刀、吸管、游戏棒等。

活动过程：

一、幼儿观察了解尖利物品，知道名称，了解它的用途。

1、在小朋友的桌上摆放着些什么东西？

2、它叫什么名字，在生活中有什么用处？

3、它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4、它们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5、你还知道哪些尖利的物品？

小结：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的东西有
着锋利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帮了
我们许多的忙。但尖利的东西却容易伤人。

二、交流生活中使用尖利物品不当造成伤害的体会。

1、你在生活中用过哪些尖利的东西？

2、它有没有对你造成伤害？

3、为什么会弄伤？

使幼儿知道不正确地使用尖利的物品会给我们带来伤害。

三、讨论正确使用尖利物品的方法。

1、这些尖利的物品使用不当会伤害我们，那我们应该怎样来
使用它呢？

2、请个别幼儿示范正确的使用方法。

四、教师进行小结。

活动反思：

教案是幼儿教学准备中的重要一环，幼儿园的教学过程是幼
儿在老师、小伙伴、教材互动中得以主动发展的过程，所以
教案准备十分重要。鉴于小孩子的接受力和理解力，幼儿教
案多以趣味性、互动性、引导性为主，所以为了帮助老师们
更好的准备教案，幼教网整理汇总里一些常用活动教案示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仅供参考。



安全教育吃东西要仔细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在故事情景和儿歌中了解信号灯，斑马线，天桥等交通设
施的功能。

2、能遵守基本的交通规则，在交通设施的帮助下安全通行。

【活动准备】

1、信号灯，斑马线，天桥图片。

2、在教师里布置道路场景，包括若干辆玩具小汽车，用纸画
出斑马线，信号灯，用平衡木充当的`天桥。

【活动过程】

一、出示图片，唤起幼儿已有的经验。

教师提问：小朋友们，这是什么？你在哪里看见过这些东西。

教师总结：这些都是在马路上经常会看到的，它们可以帮助
和保护人们安全通过，叫做交通设施。

二、使用道具布置道路场景，引导幼儿观看情景表演，了解
常见交通的功能。

师：爸爸送丫丫去幼儿园，他们一路上会经过哪些交通设施
呢？小朋友，一起来看看吧？

1、在情景表演中了解信号灯和斑马线的作用。

2、旁白；爸爸和丫丫站在马路边，他们想过马路。



丫丫：爸爸，我们站在这干什么？怎么还不过马路呀？

教师总结：我们走在马路上，想要安全地通过，就要遵守交
通规则。信号灯可以让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过马路，司机叔叔
看见斑马线就会减速慢行，爸爸、妈妈在开车的时候也要提
醒他们遵守交通规则。

安全教育吃东西要仔细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认识马路上常见的车辆。

2、复习统计

3、享受制作汽车模型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幼儿自备自己的照片。

2、大纸盒、图画纸、杂志纸、碎布、彩笔等美劳材料。

活动过程：

1、带幼儿到马路边，观察马路上的情况。

2、引导幼儿谈论所见所闻，例如哪种车最大，哪种最小，哪
种最有趣。

3、统计幼儿最常乘坐哪种车，请幼儿把他最常做的`车画下
来，并把自己的照片贴在图画上，扮成司机或乘客。

4、请幼儿利用大纸盒和不同美劳材料，制作自己喜欢的小汽
车，例如私家车、公共汽车、小巴等。



5、与幼儿讨论他们的作品，例如车的类别、外形设计等。

6、请幼儿说说驾驶“汽车”的感受。

安全教育吃东西要仔细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在故事情景和儿歌中了解信号灯，斑马线，天桥等交通设
施的功能。

2、能遵守基本的交通规则，在交通设施的帮助下安全通行。

3、教会幼儿做个胆大的'孩子。

4、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活动准备：

1、信号灯，斑马线，天桥图片

2、在教师里布置道路场景，包括若干辆玩具小汽车，用纸画
出斑马线，信号灯，用平衡木充当的天桥。

3、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1、出示图片，唤起幼儿已有的经验。

教师：

（1）、小朋友们，这是什么？你在那里看见过这些东西。

（2）、这些都是在马路上经常会看到的、东西、它们可以帮



助和保护人们安全通过，叫做交通设施。

2、使用道具布置道路场景，引导幼儿观看情景表演，了解常
见交通的功能。

教师；爸爸送丫丫去幼儿园，他们一路上会经过那些交通设
施呢？小朋友，一起来看看吧？

（1）在情景表演中了解信号灯和斑马线的作用。

（2）旁白；爸爸和丫丫站在马路边，他们想过马路。

丫丫；爸爸，我们站在着而干什么？怎么还不过马路呀？。

活动反思：

活动中孩子们就有了不少新发现，他们指出马路上的车子是
各种各样的，有的开的快，有的开的慢；汽车在马路上开时
是一边一个方向的，要不然很危险等等。了解信号灯，斑马
线，天桥，对与我们新生班孩子来说完成的真的很不错。

安全教育吃东西要仔细反思篇八

一、活动目标：

1、了解信号灯、斑马线、天桥等交通设施的功能，能遵守基
本的交通规则，在交通设施的帮助下安全通行。

2、能在游戏中巩固基本的'交通规则。

3、初步学习用对唱的方式演唱歌曲。

4、在学习歌表演的基础上，结合游戏情节，注意随着音乐的
变化而变换动作。



二、活动准备：

1、信号灯、斑马线、天桥图卡。

2、在教室里布置道路场景，包括若干辆小汽车、用纸画出的
斑马线、信号灯、用平衡木充当过街天桥。

3、相关图片若干。

三、活动过程：

1、出示图片，唤起幼儿已有经验，导入活动。

（1）小朋友们，这是什么？你在哪里看见过这些东西？

（2）这些都是在马路上经常看到的东西，他们可以帮助和保
护人们安全通行，叫做交通设施。

2、使用道具布置道路场景，引导幼儿观看情景表演，了解常
见交通设施的功能。爸爸送丫丫去幼儿园，他们一路上会经
过哪些交通设施呢？小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吧。

（1）在情景表演中了解信号灯和斑马线的作用。；本文爸爸
和丫丫站在那路边，他们想过马路。马路对面有个信号灯，
这个信号灯是帮助我们过马路的，他会告诉我们红灯停，绿
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绿灯亮啦可以走了，等等你看地上有什么？好多白线好
像斑马身上的花纹一样。这就是斑马线。“条条斑马线，连
着路两边，过街线内走，大家才安全。是保护我们安全通行
的，我们一起走斑马线过马路吧。”（3）没有斑马线怎么过
马路呢？你看，这是天桥，它使行人从车辆的上面通行，避
开了车辆，避免了被车撞到的危险，所以天桥也是保护我们
安全的交通设施。“空中一座大桥，横跨马路架牢，行人桥



上走过，汽车桥下奔跑。”3。邀请幼儿扮演行人在情境中游
戏，参与表演。

教学反思

设计这个活动时，我首先根据小班幼儿的已有生活经验与认
知发展水平，将目标定位为：了解行人在马路上应该遵守的
一些交通规则，培养初步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由于
小班幼儿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因而活动内容不能过于繁
杂，而应简单明确。为此，我选择了幼儿日常生活中经常会
遇到的场景，教育幼儿不在马路上玩耍，要走人行道，过马
路要走斑马线等。我采用直观图片、情景模拟游戏等引导幼
儿参与活动，让幼儿了解交通知识。正所谓实践出真知，所
以我在活动后请家长在平时生活中引导幼儿，而且做给孩子
看，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实现家园共育，以增强幼儿的安全
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