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安全教育周活动方案及反
思(大全5篇)

为了保障事情或工作顺利、圆满进行，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
定方案，方案是在案前得出的方法计划。方案的制定需要考
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风险的评估以及市场的需求
等，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成功实施。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
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班安全教育周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一

1.让幼儿知道不同的药功效不同。

2.了解吃错药的危害。

3.培养小朋友的安全意识，知道药片不能随便吃。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学会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幼儿热爱生活，快乐生活的良
好情感。

1.知道不同的药功效不同。

2.吃错药的危害。

自制小药箱、大画册、护士服、护士帽、针管、各种药(片剂、
胶囊、喷剂等)。

一、教师与幼儿亲切问好：

宝贝们好!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个小品，请小朋友们欣赏
(小演员入场，自我介绍)。



二、情景表演：

场景：医院

人物：医生、妈妈、宝宝

(一)情景：宝宝有些咳嗽，妈妈带着去医院看病，医生检查
后给打针、开药。

(二)讨论情景并提问：

1、妈妈带着宝宝去哪里?

2、宝宝怎么了?谁给宝宝看的病?

3、医生是怎么做的?

4、请小宝贝们说说见过什么样的药?

四、讨论吃药时应注意什么?

小结：每种药都有它特有的功效，不同的药治疗不同的病，
要按医生的要求服药，吃药前要仔细阅读说明。

五、观察大画册，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1)让幼儿讲一讲画册中发生了什么事?小朋友这样做对吗?

(2)让幼儿知道药是不能乱吃的，吃错了药不但不能治病，还
会引起其他的症状，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生病了一定要在
大人的照顾下吃药或用药。

六、游戏：小小药剂师，发明一种新药，用橡皮泥制作好，
放进小药箱里。



活动延伸：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整理药箱。

中班安全教育周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二

通过安全教育周系列活动，了解生活环境中常见的不安全因
素，树立基本的安全意识，懂得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提高
自我保护能力。

（一）社会活动

1、医生家长进课堂

目标：了解医生看病的一般程序和方法，了解常用的.医疗器
材形式：通过谈话、操作活动来达到目标。

2、安全逃生

目标：进行安全上下楼梯的演练工作（不推不挤、不牵手，
要靠右边上、下楼梯）。形式：模拟着火时的情景，进行演
习。

3、安全玩滑滑梯

目标：用剪刀剪纸，用小刀削东西时要注意安全，用完放好，
不要向着同伴使用。形式：谈话的方式进行教育。

（二）健康

1、安全玩滑滑梯

目标：户外活动时，注意不让幼儿攀爬太高的大型玩具，有
秩序地上下滑梯。形式：出去活动时教育。

2、有序上厕所



目标：幼儿入厕时要轮流去，以免拥挤发生事故。形式：实
践练习。

3、慢慢喝开水

目标：教育幼儿注意有秩序地接开水，防止烫伤。形式：通
过谈话及家园共育来达到目标。

（三）语言活动

1、去医院看病

目标：了解看病的主要过程，知道常用的医用工具。形式：
讲述故事和情景创设。

2、大狗医生

目标：知道要养成良好地生活卫生习惯，预防生病。形式：
讲故事，情境创设。

根据安全教育周的内容，我们创设了相应的主题墙、环境布
置。

1、在主题墙上张贴了安全标志的图片，巩固幼儿对安全知识
的掌握。

2、让幼儿讲述在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

3、通过家园共育，帮助幼儿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

1、积极向家长宣传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及安全教育周的具体
内容。

2、教育幼儿在家中自觉远离带电插座、火、热水等危险物品，
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1、让幼儿知道一些安全常识，是有自我保护意识，特别是在
日常生活、体育活动中的一些安全常识和自我保护的简单方
法，上下楼梯不跑、不跳、乘车不把头、手伸出窗外，不拿
棍或锋利的东西奔跑，奔跑时在拐弯处要减速、不推撞同伴
等。

2、让幼儿控制自己不靠近危险物品，不到危险的地方去玩，
懂得安全使用玩具、用具。

3、了解在活动中掌握保护五官的方法。

4、学会一些意外事故的简单处理方法。

中班安全教育周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三

1、了解随便吃药的危险性，懂得生病时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服
务。

2、乐意与同伴一起制作小药箱。

1、收集社会上因吃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2、制作药盒的纸。

1、案例分析：

（1）教师讲述实例：牛牛一个人在家，突然肚子不舒服，他
打开家里的小药箱，看到了一种妈妈曾经给他吃过的药，牛
牛想：上次感冒时妈妈就是给我吃这样的药，病就好了，现
在，我把这个药吃下去，肚子就会舒服的，牛牛拿起药想吃。

（2） 引导幼儿讨论：牛牛能吃这种药吗？卫什么？

2、 教师讲解因吃错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3、 引导幼儿讨论：怎么吃药才是安全的？

4、 制作小药盒：每位幼儿制作一个小药盒，贴上标记。让
幼儿将自己的药放在这个药盒中，以确保吃药的安全。

幼儿园中班安全教育活动：厨房里的危险

1、通过活动，使幼儿了解厨房里的危险有哪些，并具有一定
的安全意识。

2、学会保护自己，避免不安全事故的发生。

活动准备：幼儿每人一套《安全伴我行》手册、图片。

一、出示图（一），提问并引出主题。

1、图上画的是什么地方？（厨房）

2、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是厨房？（有刀、铲、炉等物）

3、你家有厨房吗？（有）厨房在什么地方？

4、小结：厨房里有这么多东西，小孩子个子矮，应少到厨房
里去玩，为什么呢？因为厨房中隐藏了很多种危险。

三、知道：第一种危险：厨房中刀具的危险。

1、出示刀：玩具刀与真刀的对比。轻和重、大和小的对比。

3、出示图（二）：一个小孩玩厨房里的刀，刀落地，差点落
在幼儿脚上，真危险。让幼儿看图和感知一下真刀，让其明
白：厨房里的真刀不能玩，如果不小心落在地上，脚上都会
受伤，还会砸着脚趾，很危险！

四、第二种危险：厨房燃气炉的危险



1、让个别幼儿找出燃气炉玩具，让小朋友想想厨房中燃气炉
有危险吗？有哪些危险？

2、出示图（三）：一个小孩在厨房里自己去开燃气炉，爆出
了火光，射在小孩脸上。

3、师：小朋友自己不能开燃气炉，因年龄小，掌握不好开关，
燃气泄漏会中毒，还会引发燃气爆炸的。

五、第三种危险：炒菜时油爆在脸上，眼睛里的危险。

1、出示图（四），让幼儿观察后讲出：妈妈在炒菜，个子矮、
年龄小的孩子不能靠近锅边，油爆在脸上、眼睛里，小朋友
哭了。

2、知炒菜的油爆在脸、眼上，会烧伤、会瞎眼等。

六、第四种危险：用热水瓶自己倒水，从炉子上取放的危险。

1、出地图（五）：一小女孩手抱开水瓶自己去厨房倒炉子上
的开水。

2、让小朋友说出图中的危险。

3、师：烧开的水或刚做好的饭菜温度高，不小心碰倒了会被
烫伤的。

七、要避免这些危险，有什么办法？（远离厨房，不一个人
在厨房里玩……）

八、看《安全伴我行》手册，让小朋友一边看一边讲出厨房
中有哪些危险



中班安全教育周活动方案及反思篇四

根据规定，三月份最后一周(3月23日--3月29日)为安全教育
周。我校学期初就把安全教育列入第一、二周工作计划。要
求全体师生应把安全教育放在首位，增强安全意识，加大安
全教育力度，防患于未然，积极开展扎实有效的安全教育工
作。查找安全隐患，改进工作方法，创造平安、和谐、文明
的校园，把安全教育工作落到实处。我校特拟订教育周活动
方案。

“强化安全管理，共建和谐校园。”

2月16日--2月25日

组 长:黄伟军

副组长:韩 露 魏海祥(石岩中心派出所警官)

组 员:崔永忠、张文清及各班班主任

(一)、认真开展“六个一”活动。

1、各中队制定一份安全教育计划，针对班级情况切实进行安
全教育工作。召开一次“生命在你手中，生命在你脚下”的
主题队会。各班班主任认真备好队会课，向学生宣传安全知
识、遇突发危险的自救方法、及各种救助电话等，进一步让
学生明白生命的珍贵，懂得要保护生命、珍惜生命。

2、认真出好一期“强化安全管理，共建和谐校园”的主题安
全知识宣传栏。利用宣传栏向学生宣传法制、消防、交通、
食品安全知识，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使整个校园形成良好
的教育氛围。

3、展示一期有关安全教育的宣传语。如:“珍爱生命、安全



第一”、“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等，在宣传栏中展出。组
织一次有关安全教育的图片资料观看教育活动。

4、请派出所魏海祥警官到我校举办一次法制案例讲座。

5、进行一次全校安全大检查。由各处室、各班根据各自的情
况和各自的职责进行。

6、检查一次学生携带的玩具等物品，及时清理危险物品。

(二)、抓好“三个结合”、力求教育实效。

1、教师督促与学生干部检查相结合。班主任要以高度的责任
感狠抓安全防范，严格落实到位，同时各班要成立学生安全
检查小组，查人头、查设施、查事故苗头、相互配合，开成
师生互动安全网络。

2、统一要求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各班既要积极响应学校号召，
落实安全计划，又要结合班级学生实情，创新工作方法，开
展能吸引学生的教育活动，力求实效。

3、短期活动与长效教育相结合。搞好“安全教育周”活动是
当务之急，重在发现漏洞，消灭隐患，除此之外，还要警钟
长鸣，经常教育，不断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理自救生存本
领，摒弃“今天一阵风，明日松一松”的麻痹思想。

(三)、对校设施设备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找出安全隐患，
针对校园门、窗、栏杆、围栏、教室、活动室、实验室、电
脑室等可能存在的问题认真排查，做好记录，发现隐患，及
时处理。

活动结束以后，我们将坚持安全工作“常抓不懈、警钟长
鸣”的方针，继续深入细致、有条不紊地开展上述活动，不
断完善和巩固相关安全制度，以“安全教育周”活动为载体，



不断加强学校师生安全工作，牢固树立“安全教育第一，责
任重于泰山”的防范意识，努力打造“平安校园”，为师生
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育人环境。

中班安全教育周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五

每个幼儿时时刻刻都在与自己的身体打交道，但他们对自己
的身体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引导幼儿了解自己的身体，
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习惯，减少意外伤害的发生，是幼儿健
康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活动“小鼻子真灵”就是我在上述
前提下设计的“探索我自己”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谈话
交流、欣赏故事、情境表演等形式，使幼儿了解鼻子的功能
和保护鼻子的方法，学会正确应对一些突发意外，同时通过
激发幼儿交流、表达，发展他们大胆自信的表达能力和与同
伴的交往能力。根据本班幼儿特点，我将活动重点放在让幼
儿掌握保护鼻子的一些方法，而将难点定位在引导幼儿用正
确的方法自我救护或帮助他人。

1.初步了解鼻子的功能，掌握保护鼻子的一些方法。

2.在发生鼻出血、异物入鼻等意外时不害怕，会用正确的方
法自我救护或帮助他人。

3.能用语言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与同伴进行交流。

镜子若干，花露水一瓶，《翘鼻子噜噜》故事课件。

(一)猜谜。引出课题

左边一个孔，右边一个孔，有它能呼吸，还能闻香臭。(鼻
子)

(二)观察鼻子的外形



师：每个人都有鼻子，请小朋友互相看看旁边小朋友的鼻子
是什么样子的，再用镜子照照自己的鼻子，说说有什么发现。

(三)了解鼻子的功能

1.教师在活动室内喷洒花露水。

问：你闻到了什么气味?你用什么闻到的?你的鼻子还闻到过
什么气味?

2.请幼儿用手捏住鼻子，闭紧嘴巴，说说有什么感受。(提醒
幼儿注意，捏住鼻子的时间不能太长)

3.小结：鼻子的用处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呼吸，让我们辨别
气味。有时鼻子也会失灵，比如感冒、生鼻炎、鼻子受伤的
时候，它就不能发挥本领了。

请幼儿思考：你有没有鼻子失灵的情况，假如鼻子失灵了，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困难。(呼吸不顺畅、吃饭时闻不到饭菜的
香味)

(四)通过欣赏故事课件，掌握保护鼻子的一些方法

1.师：鼻子里有很多细细的血管，很娇嫩，容易受伤、出血，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鼻子，让它健健康康的。有一只小猪，
它不爱护自己的鼻子，就发生了意外。

演示故事课件《翘鼻子噜噜》。

2.提问：噜噜平常有什么坏毛病?有一天它在家做了什么事
情?

噜噜把东西塞进鼻孔后，感觉怎样?

妈妈送噜噜到动物医院，熊医生怎么解决的?



熊医生还说了什么?

激发幼儿讨论，鼓励他们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知道用正确的方法处理一些意外情况

1.请幼儿联系实际进行表述：如果东西已经进入了鼻孔，或
者鼻子出血了，你会怎么办?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情
境演示。

2.一起选出正确合理的方法，教师进行小结：东西放入了鼻
孔，应该赶快告诉大人，让他们按住另一个鼻孔，自己用力
把鼻孔里的东西擤出来，绝不能用力吸或用手挖。如果鼻子
出血了，或者看见别人的鼻子出血了，不要慌乱，首先坐下
来，头不要过分后仰以免血液流入喉中，用拇指和食指捏住
两侧鼻翼，暂时用嘴呼吸，然后请大人帮助处理。在额头上
敷冷水毛巾，用药棉填塞出血的鼻孔都可以。不管出现什么
意外，如果大人解决不了，都要及时送医院请医生帮忙。

(六)学做鼻子保健操

师：让我们一起为鼻子做个按摩吧!在感冒、鼻塞、流涕时，
这样的按摩可以减轻症状呢!教师示范讲解，引导幼儿操作：
将两只手相互摩擦发热，以两手中指向上推擦两侧鼻翼，用
力适度，反复多次。

(七)户外体验

在音乐声中带领幼儿走出教室，到户外体验用鼻子深呼吸新
鲜空气的感觉。

附：故事翘鼻子噜噜

小猪噜噜有个翘翘的大鼻子，鼻子上有两个圆圆的鼻孔。噜



噜有个坏毛病，经常挖鼻孔，有时还挖出血来。猪妈妈告诉
它，这样做很不好，不仅会弄破鼻子，自己也会不舒服的。
一天，噜噜在家玩，觉得没意思。咦，小豆子，纽扣，还有
糖纸团，都是圆圆的，和我鼻子一样，让它们到我的鼻子里
玩玩吧!小猪噜噜把它们都塞进了自己的两个圆圆的鼻孔里不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