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不跟陌生人走的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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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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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陌生人走的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跟陌生人走。

2.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处的方法。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活动重点：

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家人，遇到陌生人不能轻信。

活动准备：

1.有关的图片。

2.请一位幼儿园不认识的老师扮演陌生人并设置表演情境。

3.玩具、巧克力、果冻。

活动过程：



一.安全演练

1.教师扮羊妈妈，告诉幼儿要出去找好吃的，请幼儿在家等
妈妈回来，如果有陌生人来，不要离开家。请一个陌生的老
师扮老狼来引诱幼儿。

2.集体讨论：

(1)：妈妈出门前怎么说的?

(2)：老狼来了是怎么说的，宝宝又是怎么做的?

3.出示图片。

图一：陌生人要你跟他出去玩玩，你不能跟他一起去。

图二：陌生人给你礼物或好吃的时，你不能要。

图三：陌生人要去你家时，你不能带路。

图四：陌生人硬要拉你跟他走时，你要反抗，大声呼救。

二.情境练习三.

情境一：

情境二：

一个陌生的阿姨敲门进入教室，对某幼儿说：“我是你妈妈
的好朋友，她今天没有空来接你。让我送你回家，跟我走吧。
”老师提醒：

(1)你认识她吗?

(2)如果不认识她，能不能轻信她的话，尤其是不能跟陌生人



走。

四：活动延伸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家人，遇到陌
生人不能轻信。

教学反思：

由于小班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薄弱，辨别能力也比较缺
乏。因此，我们开展了健康活动《不跟陌生人走》我把目标
定为：1、通过情境活动，让幼儿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2、
教育幼儿学会保护自己。3、初步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根据小班幼儿的思维特点是具体形象性的，所以我在活动开
始时设计了情景表演，幼儿通过观看情景表演，对陌生人有
了较深刻的了解，知道了不认识的人就是“陌生人”。并知
道了不能跟陌生人走。

第二环节是让幼儿解拒绝陌生人的方法。幼儿观看幼儿用书，
这三幅图片我是通过三种不同形式来进行教学的。第一幅我
让幼儿看后个别回答，并通过师生共同表演对话来巩固丽丽
拒绝陌生人的话。第二幅我让幼儿看后讨论：如果你碰到这
种事情，你会请谁来帮忙?第三幅我让幼儿来判断奇奇做得对
不对?进一步巩固了拒绝陌生人的方法。

本节活动下来小朋友都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但是真的遇到
这种情况的话，我相信小朋友都不会、不知道怎么应对，我
还问了小朋友有关家里的情况，比如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
没几个小朋友能回答的出来。如果能有一次真的表演，那样
更能让幼儿印象深刻，也达到了本节课的要求。

不跟陌生人走的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

2、模拟体验离园情景，知道老师叫到名字，再站起有礼貌地
离班。

活动准备：一位陌生人由其他班教师扮演，零食若干。

活动过程：1、情景体验：陌生人走进班里来接小朋友

陌生人：我接毛毛和东东。

这两名小朋友坐着不动，只是怀疑地看着陌生人。

陌生人：我是你们妈妈的同事，我带来了许多好吃的，跟我
走吧，我把好吃的都分给你们，好吗？（陌生人拿出几个包
装漂亮的巧克力、薯片等食品）这时。毛毛和东东看到食物
后马上站起来，走向陌生人。又有四五个小朋友也跟着走向
陌生人，还有的小朋友伸手要陌生人手里的食品。

陌生人：还有谁想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还要去游乐场玩呢！
（又有两个小朋友站起来、跟随陌生人往外走。）

教师：（拦住）你们干什么去啊？你们认识她吗？

幼儿摇摇头。

教师：这位阿姨，你知道这些小朋友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吗？

陌生人：不知道。

教师：你知道小朋友们的家住在哪里吗？

陌生人：不知道。

教师：这位阿姨不认识你们的妈妈，不知道你们的家住在哪



里，你们还能跟她走吗？

幼儿：不能（小朋友们纷纷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2、提问引导

教师：为什么不能跟她走呢？

幼儿：她不认识我的妈妈。

幼儿：她不认识我的家。

幼儿：我妈妈说：坏人会把小孩卖到农村，不让回家。

教师：阿姨要是给你们糖吃，你跟她走吗？

幼儿：不走。

幼儿：好吃的里可能有毒药。

教师：阿姨带你们去游乐场玩，你去吗？

幼儿：不去。

3、小结

幼儿：等爸爸妈妈来接。

教师：对！只有等到爸爸妈妈或家里人来接才能走。爸爸妈
妈没来的时候不要着急，要跟老师在一起。如果爸爸妈妈们
都来接时，你们也不要着急，要等老师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后，
叫到你的名字才能离开座位去找爸爸妈妈。

4、教师自然引出儿歌《妈妈没来我不急》，引导幼儿一起朗
诵。



5、幼儿模拟体验离园情景。等教师念叨小朋友的名字后才能
站起来离开座位，自然走到院子里游戏。活动自然结束。

附儿歌：《妈妈没来我不急》幼儿园，门儿开、

爸爸妈妈都接来。

毛毛妈妈没有来、

急得毛毛哭起来。

陌生人，走过来、

干万不要去理睬。

别乱跑，慢等待、

爸爸妈妈一定来。

活动点评：

新小班刚刚入园，幼儿哭闹、家长焦虑的现象，加重了早来
园、晚离园环节的工作难度。虽说教师对于这两大环节的工
作早有心理准备，但在应对的过程中确也感到紧张和不安，
生怕出现一些安全问题。我园一直注重对幼儿进行自我保护
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教师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的意识非常强。

针对上述问题，教师们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首
先，幼儿园实行了接送卡制度，每张接送卡上都有幼儿及家
人的合影，家长持接送卡来接幼儿，教师依卡了解持卡人是
否是孩子的家人、确认后方可让家长接走，及时有效地缓解
了教师对孩子家长还不太熟悉的状况。其次，教师精心设计
了一系列教育活动、试图通过活动来提升幼儿自我保护的意
识与能力。本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在活动的设计和组织过程
中，教师注重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利用情景设置法，



具体形象地创设了真实情景，让幼儿通过亲身体验去感受跟
陌生人走的危害，使幼儿获得了有益的生活经验，达到了教
育的目的。可以说，整个活动自然化、生活化，提升了幼儿
的自我保护能力，并能帮助幼儿逐步建立起良好的离园常规。

不跟陌生人走的教学反思篇三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案：

我不跟陌生人走

活动名称：

我不跟陌生人走

活动目标：

1、通过情境活动，让幼儿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能吃
陌生人的东西，不能收陌生人的礼物，不能跟陌生人走。

2、教育幼儿学会保护自己。

3、初步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知道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逃生。

活动准备：

布置两个场景，分别为“幼儿园”“花园小区”

活动过程：

一、营造情景，真情体验。



(一)幼儿园里的陌生人

1、真情讲述，故事导入。在“幼儿园”场景中，xx幼儿园的
小朋友没有人来接，这时来了个陌生人，这名小朋友跟陌生
人走吗?(引出课题)

2、互动表演，真实流露。请幼儿参与，教师扮“陌生人”与
幼儿对话，引诱幼儿跟随“陌生人”走。

(二)社区里的陌生人

2、利用资源，真情表演。幼儿与假扮的陌生人对话，陌生人
拿出礼物哄骗幼儿，观察幼儿的反应。

二、经验分析，情感升华

小结幼儿的表现：向幼儿提问?

1、什么是陌生人?

2、能不能跟陌生人走?为什么?

3、“陌生人”要带你们走，你们应该怎么办?

三、游戏巩固，行为强化。

1、游戏《不跟陌生人走》

幼儿随着音乐走在小路上，突然遇到陌生人，小朋友是怎么
办的?(集体表演)

2、表演后，继续在小路上走，自然结束。

教学反思：



本周是安全周，所以在本周我们开展的都是对幼儿安全意识
方面的教育。

这个活动主要是让孩子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跟陌生人走后
会有危险。所以我们通过模拟的形式先让幼儿在晨间活动中
有所“体验”，结果的确有孩子跟陌生人走了，通过这一情
境的模拟，把它拍成了视频，事后让幼儿自己去看，让幼儿
明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容易被陌生人骗走，怎么保护自己。

最后老师进行了简单的小结，也通过举例的方式告诉我们小
朋友如果被坏人骗去后是很危险的，进一步加深幼儿对这一
意识的了解。

不跟陌生人走的教学反思篇四

1、知道独自玩耍或独自在家时不跟陌生人走，不给陌生人开
门。

2、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1、幼儿用书：《不跟陌生人走》。

2、事先让幼儿理解“陌生人”的含义。

一、认识陌生人。

1、教师：你们知道什么是陌生人吗？



小结：陌生人就是我们不认识的人，陌生人不一定都是坏人，
也有好的陌生人，当我们遇到陌生人时，跟我们说话或吃东
西是，不管她是好的`或是坏的，我们都要有礼貌的拒绝。

2、老师这里有两个小朋友叫丽丽和齐齐，她们也遇到了陌生
人，看看她们是怎么办？

二、看录像《不跟陌生人走》。

1、教师：丽丽一个人在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这一次，丽
丽没有直接开门，而是从猫眼里往外看，门口站着一个陌生
的阿姨，来人急匆匆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同事，你爸爸叫
我带你去玩，你快跟我去医院吧！”丽丽正想开门，但他一
想说：“谢谢阿姨，我还是先打个电话给妈妈吧！”

小结：当我们小朋友独自在家有陌生人敲门时，我们不能给
他开门，应该有礼貌的拒绝陌生人。

三、看幻灯（一）《不跟陌生人走》。

1、教师：丽丽一个人在楼下玩，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对他
说：“小妹妹，这包糖送给你吧！你想吃冰淇淋吗？我带你
去买，走，跟我走吧！”

2、教师：丽丽能跟这个人走吗？为什么？

小结：陌生人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不管她是好意还是恶意，
我们都要有礼貌的拒绝陌生人的东西。

四、看幻灯（二）《不跟陌生人走》。

1、教师：奇奇在公园里和妈妈走散了，急得哭了起来，一个
陌生人走上前说：“小弟弟，我带你找妈妈吧！”

2、教师：奇奇能跟这个陌生人走吗？



3、教师：请你和小朋友商量一下，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会找谁帮忙？

怎样区别公园的工作人员？（可以找公园的工作人员帮忙，
或是找警察叔叔帮忙）

五、师幼共同小结。

1、在生活中我们小朋友有没有遇到陌生人？你是怎么做的？

2、小结：有时，爸爸妈妈因为有事而让你们独自玩或是独自
在家，小朋友如果碰到陌生人和自己说话、给自己好吃的东
西，邀请自己玩时，不管陌生人说什么，都不能跟陌生人走。

幼儿讲一些相关的故事，让幼儿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提高
自我保护的主动性。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不跟陌生人走的教学反思篇五

由于小班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薄弱，辨别能力也比较缺
乏。因此，我们开展了健康活动《不跟陌生人走》我把目标
定为：

1、通过情境活动，让幼儿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

2、教育幼儿学会保护自己。

3、初步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根据小班幼儿的思维特点是具体形象性的，所以我在活动开



始时设计了情景表演，幼儿通过观看情景表演，对陌生人有
了较深刻的了解，知道了不认识的人就是“陌生人”。并知
道了不能跟陌生人走。

第二环节是让幼儿解拒绝陌生人的方法。幼儿观看幼儿用书，
这三幅图片我是通过三种不同形式来进行教学的。第一幅我
让幼儿看后个别回答，并通过师生共同表演对话来巩固丽丽
拒绝陌生人的话。第二幅我让幼儿看后讨论：如果你碰到这
种事情，你会请谁来帮忙?第三幅我让幼儿来判断奇奇做得对
不对?进一步巩固了拒绝陌生人的方法。

第三环节是教师总结，结束活动。最后一个环节后来我觉得
收得有点快，感觉整堂课的环节太少，本节活动下来小朋友
都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但是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相
信小朋友都不会、不知道怎么应对，我还问了小朋友有关家
里的情况，比如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没几个小朋友能回
答的出来。如果能有一次真的表演，那样更能让幼儿印象深
刻，也达到了本节课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