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的小的教学反思 大还是小教学反
思(优质10篇)

计划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有条理的行动步
骤。计划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计划呢？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幼儿园安全演练工作计划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电的用途，知道安全用电不会发生危险。

2、通过辨析活动，了解安全使用电器的基础知识。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挂图

活动过程：

1、在教师提问的基础上，初步了解电器的用途：

(1)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电器产品，你知道哪些电器
呢?它们有什么作用?

(3)你知道电从哪里来?(发电站)。

(4)教师小结：电给我们人类带来了许多方便，我们的生活再
也离不开它了。它是我们的好朋友，但这位电朋友有时候也
会发脾气伤人的。

2、出示电线，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1)这是什么?你在哪里见过?仔细看看里面和外面有什么不一
样的地方?

(2)教师介绍：这是电线，里面是铜线，会导电。外面是塑料，
包裹着铜线，是保护层，我们抓在手里没有电。但是塑料坏
了，我们就会碰到电，发生危险。

3、组织幼儿讨论

(1)如果你们家的电线破了，怎么办?(用专用胶布包裹)

(2)如果你看见电线断落在路上，应该怎么办?(绕过去)

4、出示插座，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1)这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2)教师介绍：这是插座，里面有铜丝或铜片，可以导电，外
面是塑料做的盒子，是保护层。如果将手伸进去，就会碰到
铜片，电就会传到人的身上，发生危险。除了人和铜会导电，
水也会导电，所以小朋友不能用潮湿的手接电源。

(3)出示电的标志，让幼儿认识，并知道看见电的标志就要提
高警惕，注意安全。

5、引导幼儿观察幼儿用书，看图说说：图片上的小朋友在做
什么?他们这样做对吗?

幼儿园安全演练工作计划篇二

为使学生在发生火灾和突发事件中有序、及时、有效地撤离
事故现场，减少、避免伤害事故发生，培养学生的自我防护
能力，特举消防安全紧急疏散演练。



总指挥：

工作组及成员：校委会成员及班主任

疏散指挥组：

秩序导护组：

场地队列导护组：

紧急救护组：

后勤保障组：

广播组：

时间：20xx年4月18日14:30时

地点：本校逸夫教学楼

演练假想事件：教学楼某处发生火灾危及校园师生人身安全。

演练项目设计：有关师生参演紧急疏散、预案启动时各班正
在上课。

1、办公室接到某老师打来电话称某处发生火灾危及师生安全，
办公室向总指挥报告。

2、总指挥核实情况后，决定启动紧急疏散预案。命令各组立
即到达现场进行指挥，广播组发出广播及警报信号，并要求
各班停止上课，在老师指挥下有秩序的成单人单行安全撤离。

3、撤离（疏散）方法：及时打开前后门，察看学生行走路线
上有无障碍物，如桌凳等，在室内将学生分成南北两路，一
部分走前门，一部分走后门。撤出教室后按要求成单行下楼。



从哪一侧楼梯撤离按规定执行。

4、秩序导护组任务：听到警报立即到达各自位置作好疏散导
护工作。

区域负责人员划分：

右楼梯口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

左楼梯口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

院落：

5、场地列队导引组任务：指挥各班在操场的排列顺序。

6、紧急救护组任务：接办公室通知后到保卫室门口集合待命，
准备好救护器材。对受到惊吓、产生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心
理辅导。

7、后勤保障组：准备好喊话器、担架等。

8、广播组成员发出信号后，指导学生在老师指挥下按顺序排
好队，撤离教室时要有次序、快速，在走廊及楼梯按顺序撤
出。

9、学生到达集合点看各班班牌站位，班主任要清点人数（应
到数和实到数），并报总指挥。总指挥从演练开始用秒表计
时，掌握整个演练过程的准确时间。

1、所有参演的学生，应听从各楼层和区域负责人的指挥。

2、按先低层后高层的原则疏散，撤离路线及顺序：

下楼时各班成一路纵队，注意安全，步伐要小，脚步要轻，
争取时间，不要被绊倒，防止拥挤和慌乱。所有一层的班级



按撤离要求直接从教室疏散到操场指定的安全地带，看班级
牌站位。为防队形交叉，到操场规定的安全地点，看班级牌
站位。

注意：

1、楼层导护老师要在前一个班撤完后向下一个班下达撤离指
令，不出现间隔，并控制合理密度，防止在走廊楼梯口等部
位发生拥挤现象。

2、参加演练的学生不准乱跑、乱喊，不准打闹拥挤，以免造
成恐慌和混乱局面。

3、疏散组织人员应了解参加演习的学生可能存在的逃生本能
心理反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意外发生。

4、男生要照顾女生；高楼层学生下楼时不要冲撞低楼层学生。
所有师生离开教学楼之后，迅速到操场集中。

1、参演人员预案学习；

2、向有关单位领导汇报并获得批准；

3、学校准备相应的物资；

4、学生自救、逃生知识培训：

5、预设场景导演；

6、演练预演；

7、演练活动音响、广播系统调试。

8、图片及资料收集：



幼儿园安全演练工作计划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观看情景表演表演以及图中的行为作出简单的评价，
并说出自己的理由。

2.了解进餐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餐车，盛着热饭和热菜的汤锅。

2.人手一份早餐。

3.图片。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活动。

教师：(1)现在是早晨，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吃早餐、午餐还是
午点?

幼儿：吃早餐。

幼儿：家里没有这么多的小朋友一起吃早餐，幼儿园一起吃
早餐的小朋友很多，也很开心。



教师：(3)在幼儿园里吃饭要注意些什么呢?(幼儿自由讲述自
己知道的注意事项)

幼儿：吃饭要慢慢吃，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会噎着了。

幼儿：如果饭菜很烫就吹一次再吃。

幼儿：吃自己碗里的，不能吃别人碗里的。

幼儿：端饭走路要慢慢走，否则会摔倒。

(4)师小结。

2.幼儿观看情景表演，了解进餐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教
师设置情景，进行示范表演)

(1)教育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1——洗干净的手不能再去
摸别的东西。

(2)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2——远离热的汤锅。

(3)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3——吃饭的时候不能去碰
旁边的小朋友。

3.观看教学图片，对图片中的行为进行判断，进一步巩固进
餐的安全知识。

教师：(1)这里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在吃饭。我们来看看，谁
做得对，谁做得不对，为什么?(师幼互动)

(2)你知道吃饭的时候还要注意些什么吗?什么事会发生危险，
是不能做的?(师幼互动)

4.组织幼儿吃早餐，鼓励幼儿应用所获得的安全知识。



教师：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好吃的早餐，比一比看哪一个小
朋友在吃早餐时最懂得注意安全。

幼儿园安全演练工作计划篇四

安全工作重于泰山，为了进一步强化幼儿的消防安全教育，
提高防范自救能力，针对幼儿活动室突发火灾的情况下，让
全班幼儿熟悉消防逃生路线，以达到在发生火灾时，能有序、
迅速地安全疏散，确保师生的生命安全为目的实施此次演练
活动。

1.时间：20xx年3月23日

2.地点：卫辉市幼儿园

3.参加人员：全体幼儿和教师、保育员

1.湿毛巾每人一条

2.传达室准备哨子

3.保健人员：准备好急救药品

1.总指挥：班主任

2.疏散引导小组：配班教师和保育员，在现场密切关注演习
情况，帮助现场人员进行疏散。

3.报警员：保育员

4.保安：锁好大门，密切关注演练动态，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总指挥

1.由报警员吹响哨音为准，各位教师和保育员分头组织幼儿



进行逃生。

2.带班教师首先打开班级前后大门，一边安慰幼儿不要慌张，
一边吩咐幼儿用毛巾捂住口鼻，由教师带队，保育员断后，
弯腰、快速地离开活动室，按照疏散路线有秩序地疏散，来
到操场上。

3.来到操场上，清点幼儿人数。

在整个疏散活动中，总指挥指挥整个疏散，观察疏散情况，
发现情况立即协调。配班教师指挥幼儿进行有序疏散及疏散
到园中的人员有序站好;演练结束后清点人数上报。

活动结束后，针对此次消防安全演练进行总结和反思。

幼儿园安全演练工作计划篇五

安全是教育教学的保障线，是学校开展正常教育、教学工作
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为切实搞好这一工作，我班安全教
育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我们要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加大安全教育和
宣传力度，强化安全意识，加强安全教育。针对本班特点，
有计划，多形式地开展安全教育，不断增强学生自我防范意
识，排除安全隐患。

二、安全教育摘要：

1、交通安全教育：加强对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增强学生交通
安全意识，有效减少交通事故。教育学生不坐机动三轮车，
不骑自行车，不独自到河里洗澡，不到危险的地方去玩。过
马路多等一分的红灯，多一分安全;多一分责任少一分牺牲;



多一分意识，做个有责任心的一员。

2、食品安全教育：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加强对学生食品安全教育迫
在眉睫。因此在班级中开展 “对发生在身边的食品安全故事、
如何看待食品安全问题、如何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和意识”为
主题的主题班会，广泛宣传食品安全的重要性。通过对小学
生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影响和提升小学生的食品安全
意识，不乱吃不卫生的食品。

3、个人卫生教育：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包括：勤洗头、勤洗澡、勤换衣、勤剪
指甲、勤理发;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偏食，不暴食，少吃零食;
早晚洗脸刷牙，睡前洗脚;不与他人共用毛巾和水杯;在读写，
行走，睡眠，运动或劳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教育学生不
到外面的摊点上购买零食、饮料等，防止病从口入，毒从口
入。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与人的生长发育、健康有着密切的
关系。因此，教育学生从小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着重强调： 科学识别手口足病时要注意三个“四”。四部
位：手、足、口、臀。四不像：疹子不像蚊虫咬、不像因药
物过敏引起的、不像因上火等原因引起的疱疹、不像水痘。
四特征：不痛、不痒、不愈合、不留疤。对疾病提早预防，
及时就医，孩子的健康需要我们悉心呵护!

甲型h1n1防治应避免接触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流涕等)
或肺炎等呼吸道病人;同时注意个人卫生，经常使用肥皂和清
水洗手;避免接触生猪和前往人群拥挤场所。如出现流感样症状
(发热，咳嗽，流涕等)，应立即就医(就医时应戴口罩)。

4、课内外活动安全教育：



教师是安全之魂，学生是安全之本，班级是安全之实，活动
是事故之源。学生课内外活动安全教育也是重中之重，不能
掉以轻心，要求如下：

a、杜绝学生课间奔跑，打闹现象,不得开展危险性游戏活动。

b、做好安全检查工作，定期对教室以及设施进行检查，确保
学生用电，用水以及其他方面不存在安全隐患。

c、杜绝学生携带刀具，棍棒，爆炸品等物品进入学校。

d、遵守学校的作息时间，按时上下学，不得迟到、早退、旷
课、逃学，不得过早到校园周边活动，放学后不得在校园内
外逗留。住校生不得随意出入校门，有事须经老师批准。

三、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具体安排如下：

主题班会分五次进行。

第一次 5月25日 交通安全教育

第二次 6月1日 食品安全教育

第三次 6月8日 个人卫生教育

第四次 6月15日 课内外活动安全教育

第五次 6月22日 安全教育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