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上下楼梯教学反思中班(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上下楼梯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让幼儿知道尖利、危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
身体

2、结合重点教育幼儿懂得一些基本的自我保护常识，对幼儿
加强安全知识教育。

3、培养幼儿初步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初步的应变能力。

活动准备：

1、幼儿平时能接触到的尖里利物品，如笔、筷子、剪子、小
刀、小树枝等

2、故事《家里突然来了陌生人》，视频欣赏《猪小弟最怕谁》

活动过程：

1、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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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让幼儿根据切身体会谈尖利物品使用不当时，会对人造成
危害(划伤、割破等)。



3、讨论如何正确使用尖利物品，保护自己或别人不受到伤害，
学习正确使用笔、剪刀、筷子、等。

小结：

在使用尖利物品时，不能将尖利的物品拿在手上随意挥舞，
也不能含着筷子、吸管或用小棒串着的食物追逐。尖利的物
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儿，他们年纪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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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幼儿看情境表演，学会“家里突然来了陌生人”的处理办
法。

教师小结：小朋友遇到有陌生人来访，没有先打开门，而是
先问清来人是谁。现在社会上有坏人，如不问清，很可能会
让坏人钻空子，小朋友们也要当心。对待爸爸妈妈的客人要
礼貌热情。

幼儿在没有成人看护时应该注意以下几条：

1、不能从高处往下跳或从低处往上蹦。要告诉幼儿不爬树、
爬墙、爬窗台。

2、不从楼梯扶手往下滑。推门时要推门框，不推玻璃，手不
能放在门缝里。在家中手和头不伸出窗外。

3、不能将玩具放入口、耳、鼻中，以免造成伤害等等。

4、对幼儿进行防触电教育，首先要告诉幼儿，不能随便玩电
器，不拉电线，不用剪刀剪电线，不用小刀刻划电线，不将
铁丝等插到电源插座里等等。

5、告诉幼儿，一旦发生触电事故，不能用手去拉触电的孩子，



而应及时切断电源，或者用于燥的竹竿等不导电的东西挑开
电线。

上下楼梯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一、活动目标：

1、帮助幼儿初步建立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2、帮助幼儿了解一个人在家时的安全知识，知道生疏人叫门
时不开门，不做危险动作，不乱摸家里的电器开关等。

二、活动准备：

1、设情境：爸爸、妈妈不在家。

2、自制图片4幅、磁带。

三、活动过程：

1、观看情境表演，使幼儿知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生疏人
敲们不能开。

（1）教师向幼儿介绍今天老师和小朋友一起为大家表演一个
小品，名字叫“爸爸、妈妈不在家”。

（2）教师提问，让幼儿回答。

（3）总结：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碰到生疏人敲们，不要
轻易开门，要先问清楚来人是谁、找谁，告诉来人等家长回
来后再来，或让来人在外面留下等，也可让人到家长单位去
找等等。

（4）再次表演，让幼儿加深印象。



一幼儿扮亮亮，另一幼儿表演生疏人（生疏人可随便找理
由）。

2、让幼儿根据自己的体会，谈谈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自己
做了什么事。

3、听录音《晶晶看家》。

4、看黑板上的挂图，帮助幼儿懂得一些安全常识。

（1）玩小刀等尖锐的东西。

（2）一人在安静地玩玩具。

（3）在床上翻跟头。

5、总结：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小朋友们要注重安全。生
疏人来时不开门，不做危险的动作，不乱摸家里的电器开关
等，要学会保护自己。

教学反思

本活动是为了帮助幼儿初步建立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而
设计的，在活动中我通过课件、图片，帮助幼儿了解一个人
在家，不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不玩危险物品、不做危险动作，
不乱摸电器开关等安全知识，小朋友对本活动很感兴趣，在
幼儿讨论的时候，我提供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的时间，让每
一名幼儿都有表现的机会，使幼儿的已有经验得到了提升。

上下楼梯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1通过本教学活动，使幼儿有自我保护的初步意识。



2幼儿在遇见突发事件时能够使用正确的方法保护自己。

3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重点：

幼儿在遇见突发事件时能够使用正确地方法保护自己。

活动难点：

幼儿能够使用通讯工具求救，能够做到拒决陌生人的带领。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场景1(发生突发事件，有人入园，并挟持幼儿并其领走)教
师观察有而反应并记录。

2说一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小朋友怎麽做的?我们正
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出示相关图片，请幼儿观察并说出图中发生什么事。

2请幼儿说说如果自己遇见此类事件应该如何对应。

3教师指导幼儿在遇见突发事件时应当如何解决(打电话求救
或呼喊救命)

4场景2，考验幼儿是否使用正确方法保护自己。

5根据场景2再次对幼儿进行教育。



三结素部分

谈话：说一说在生活中还有什么其它突发事件，我们如何解
决。

活动反思：

我们知道，每一年有多少可爱的小生命因为意外伤害事故而
受到了多么无情的摧残。而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对
如何处理好教育活动与幼儿人身安全的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
用，这需要一个支点也需要一个平衡点，我们也常常困惑于
此。今天当我们的教育倡导着教育活动生活化、情景化时，
我们力求把孩子带到真实的世界中，让他们真实的去感知世
界、体验生活，这就意味着要放开成人的庇护，让他们自由
的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保障幼儿
的安全和为了使孩子自主地成长，活动中不可缺少一定的冒
险性”结合起来呢?由于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较低，行为缺乏
理智，易受情绪的影响，在游戏活动中特别是户外的中，则
可能造成意外的事故。所以，教师在活动前或活动中对幼儿
有效的规则约束和必要的安全指导也是十分必要的。

上下楼梯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活动目标：

1、丰富幼儿关于食物的词汇，提高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2、增加幼儿的食品卫生知识，使幼儿对食物有更多的了解。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知道哪些地方存在危险，不能去玩耍。

活动准备：



彩图若干：腐烂的水果、发了芽的土豆、发霉的花生、色彩
鲜艳却带有剧毒的蘑菇、田螺、海鲜、贝壳、路边的牛杂等。

活动过程：

1、幼儿解释“食物中毒”的含义，让幼儿知道人在食物中毒
时所表现的状况，如呕吐、腹泻、昏迷等等，严重的会导致
死亡。

2、分别向幼儿展示每一幅图片，可提供实物让幼儿比较，如
可用蘑菇、马铃薯、水果、花生等，提醒他们仔细观察食物
的形状以及不同之处。

3、分别向幼儿讲述图片中的食物颜色、形状等各方面特征，
向幼儿讲解图片中食物的毒性。

4、让幼儿互相交流、讨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不能吃的食物。

教学反思

这节课，我是根据我班幼儿具体存在的问题所设计的，在活
动中让每位幼儿通过观看课件来感受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和所
造成的不良后果，孩子的反应很好，在活动后，孩子在用餐
时也能尽量注意吃饭时要注意的问题，这样教育效果就会更
加明显，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提醒孩子们的饮食行为！

上下楼梯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小班幼儿刚进入幼儿园，对是非的分辨能力较差，自我保护
能力和安全意识都很弱，在这个《宝宝爱自己》安全周中就
有一堂《不跟陌生人走》，在开学初，家长排队接孩子时，
幼儿就会哭着跑着要冲出去，因此针对于这类现象，我们就
专门利用空余时间进行了教育，幼儿安全教育的本质是生活



教育。

这次安全周中的`《不跟陌生人走》巩固了开学初教给幼儿的
理念，在课上我考虑到小班幼儿的思维特点是具体形象性的，
因此我以谈话的形式引出动画故事《小熊安全教育》通过故
事让幼儿知道小熊是因为相信了陌生人的话而被卖到动物园
的，从此小熊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亲人，引发幼儿在现有经验
的基础上谈谈对“陌生人的理解，以及遇见陌生人应注意些
什么。再举例介绍小雨在学校发生的事让幼儿懂得不要跟陌
生人走，陌生人硬拉着你走你要反抗。

在活动中请配班老师客串做陌生人，设置了一些与幼儿实际
生活非常贴近的情境，引起幼儿的兴趣．帮助幼儿认识生活
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初步对我们班幼儿形成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因为我认为仅仅告诉幼儿“不接受陌生人的糖果或不要和陌
生人说话”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向孩子描述可能遇到的情
况．然后指导孩子如何去做，特别是配班老师用糖果和玩具
诱惑时，我班的个别幼儿有点动容了，看上去有点想跟走的
趋势，我抓住了这一点进行了针对性的教育，让幼儿明白不
能随便乱吃东西，因为可能食物里已经下了药，吃了你就被
抱走了。

整个活动帮助幼儿认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
共同分析判断，懂得在生活中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话，更不要
跟陌生人走。这次活动，由于是假设性的，让认识的老师来
做坏人，不能真正的测试，只能停留在让幼儿了解的层面，
我如果请其他班的陌生人阿姨来客串会更客观，最后我觉得
还可以延伸到家园共育层面，因为安全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
泛的，仅靠老师的教育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家长的配合与支持，可以让家长共同参与到平时的
生活活动，因为进阶段接孩子时会出现孩子在前面跑，家长



在后面走，上月拿被子也出现了，家长在拿小朋友的被子，
小朋友自己跑掉了，家长都没来得及拿好被子，就追出去了，
这些都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要让小朋友和家长共同重视这个
安全教育，家长可通过让小朋友了解有关家里的情况，比如
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家园紧密配合，共同关心共同教育
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