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震减灾安全教案及反思(通用7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防震减灾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幼儿在探索和实践活动中，逐渐掌握投掷的基本方法。

2、通过活动，培养幼儿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体验成功的快
乐。

活动准备：

纸飞机、塑料圈若干等。

活动重点：

投掷的方法——————手臂弯曲在肩上，两脚前后分开放，
身体后仰，用力蹬地投向前方。

活动过程：

活动身体——————分散探索——————集体游
戏——————放松活动

一、活动身体：

1、队列训练



2、准备操练习：运动模仿操

二、分散探索：

1、自由尝试

带领幼儿到“飞机场”，告诉大家：今天老师做指挥官，你
们做飞行员，请大家拿起飞机练习一下，看看谁的飞机飞得
远。

2、介绍方法：

根据观察，请幼儿说说“你的飞机为什么远”。教师示范，
边用儿歌的形式总结。（手拿飞机放肩上，身体往后靠一靠，
预备开始向上飞。）

再次分散练习。

3、飞行员特技表演：

前面出现了“三个山洞”，让我们想想办法穿过它。（想到
要射得高、对准目标）

4、竞赛活动：

小飞行员们的本领真大，现在我们分两队进行比赛。

介绍规则：前面有三条不同颜色的绳子，分别代表着不同的
分数，等会儿我们比赛时要记分的。如果你的`飞机飞在了红
绳内，就是一分——————（分两组进行）并请6分、5
分——————的幼儿出列，教师给予鼓励。

根据幼儿投掷情况，再次巩固方法，请投得远的幼儿示范，
并帮助分数低的幼儿。



第二次比赛。

5、集体游戏：打怪兽

你们的本领练得真棒，司令员知道了就派我们去火星执行重
要任务，打败怪兽。这里旅程很远，要经过太空隧道、银河、
火山，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注意。走，跟着指挥官行动吧！
（利用休闲区进行）

火星到了，瞄准目标，准备射击，打！

三、放松活动：

1、怪兽被我们打败了，说说我们为什么会胜利的？

2、自由结伴游戏。

活动反思：

在运用手中纸飞机的自主学习中，为了使幼儿体验快乐和成
功，我时刻关注幼儿学习的态势，幼儿大胆创新、积极尝试；
在进行比赛时，他们分组合作，显示出幼儿不再是孤立的学
习者，而是愿意与小伙伴一起进行研究学习。

防震减灾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复习9以内的数字。

2.、了解电话号码的作用并记住几个特殊的电话号码，增强
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3、感受数字的丰富变化，体验数字给生活带来的方便与有趣。



活动准备：

1、0-9数字卡片每人一套、贴有动物图形的记录纸每组一张。

2、110、120、119号码卡片，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图片。

活动过程：

一、小动物的名片。

2、这是小鸭家里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小刺猬家的电话号码
是多少？

二、我家的电话号码。

1、小朋友家里有电话吗？谁愿意来告诉老师？

2、幼儿讲，教师记录，全体幼儿认读数字。

3、小朋友家的电话号码一样吗？为什么不一样？

4、教师小结。

三、特殊的电话号码。

1、老师知道有些电话号码是有3个数字组成的，你们知道吗？

2、游戏：打什么电话？(看课件或图片)：

(1)出示第一幅图画“火灾”

师：这个时候，该拨打什么电话号码？

教师出示卡片119，请幼儿在自己的数卡中找出1、1、9，并
按顺序进行排列。(从左到右)



(2)出示第二幅图画“生病”

师：该打什么电话呢？

教师出示120卡片，请幼儿从自己的卡片中找出1、2、0，并
按顺序进行排列。

(3)出示第三幅图画“抢劫”

师：该拨打哪个电话号码？

请小朋友从自己的卡片中找出1、1、0，并进行排序

3、小结：电话号码的作用太大了，我们生活中离不开它。但
是像110、119、120等这些特殊的电话号码不能随便乱打，只
有在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它。

三、制作动物电话卡本。

1、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到小朋友家里都装了电话，动物们

都要装电话号码了。

2、不过小动物们想考考你们，请小朋友动脑筋帮它们编

电话号码。

3、幼儿操作：每一组有一张大表格，上面有小动物的图

片。要求同一组的小朋友一起来编电话号码，小动物家的电
话号码都是有8个数字组成的，每一家的电话号码要编的不一
样。

4、教师检查小朋友编的电话号码，制作动物电话卡。以名片
引题，激发幼儿对电话号码的兴趣。



防震减灾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三

课后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这一课堂上看
似热闹的回答，实则学生所得不多。更多的只是机械操作和
鹦鹉学舌罢了。究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学生的课前准备不够
充分。尽管学生对家长做家务早已司空见惯，但要说真正有
人去留意家长做家务或谁认真地去做过家务，对这些三年级
的学生来说几乎没有。头脑中的表象不够因此思维比较狭隘。
我认为课前应该布置一周左右的家长家务劳动的观察，这样
才能让学生真正的有话可说。其二教师深入不够，导致了学
生的思考不够。例如：一个学生提问“请问妈妈你拖一次地
大约需要多少时间?”受到老师的肯定后，就出现一串类似的
问题什么擦桌需要多少时间?折被子需要多少时间?……其实
我们的孩子并没有错，心理学研究表明3年级孩子的思维正从
形象思维逐渐向抽象思维过渡，但仍以形象思维为主，模仿
是这阶段孩子的天性。一个伟人曾经说过一切创造从模仿开
始。是的，没有模仿哪来的创造?从上例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
受到孩子们善于模仿的这一特点，而且他们乐于模仿。问题
的症结是我在教学中任学生一味的模仿，没有对这些学生的
提问进行提升。结果让本节课的模仿泛滥成灾了。事后我反
思着，如果当学生出现此等类似的问题时老师除了肯定之外
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对同一种问题进行归类。具体做法我认
为可以这样安排：可以把学生说(或写)出来的类似的问题放
在一起让学生进行观察。相信如果教师这样一放一问学生能
够很快找到这些问题的共同点。那我们的教学就从罗列到了
概括，从模仿到了创造，化零为整，让学生的思维达到了质
的飞跃。在随后的一节课中我针对以上的反思对课进行了重
新的整合，让相似类型的问题有意识的放在了一起。学生能
够很快地发现许多问题的共同特点。如上例中的几个问题孩
子们就把它归纳成关于家务劳动时间的一类。这样进行适当
的归类后许多学生在进一步提问的时候就会从另外的角度去
考虑。思路打开了，设计的问题也更全面了，什么关于劳动
史方面的问题，关于劳动技能方面的问题……让我们的访谈
问题设计得更全面更科学，为下一次的访谈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

《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要》指出：“综合实践活动是教师与
学生合作开发与实施的。教师和学生既是活动方案的开发者，
又是活动方案的实施者。”“教师既不能教综合实践活动，
也不能推卸指导的责任、放任学生。”“小学中、高年级学
生的逻辑思维已有了一定的发展，教师要引导学生从生活实
际出发，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启发小学生提出值得思考和
探究的各种问题。”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教师的指导是活动成
功的有力保证。

综合实践活动课对于学生来说是种新型的课，对我们老师来
说何尝不是陌生的呢?这需要我们在平时不断地试验，不停地
思索。努力提升课堂教育，优化指导从点滴做起，化零为整，
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获得最大的成功。

防震减灾安全教案及反思篇四

课后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这一课堂上看
似热闹的回答，实则学生所得不多。更多的只是机械操作和
鹦鹉学舌罢了。

究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学生的课前准备不够充分。尽管学生
对家长做家务早已司空见惯，但要说真正有人去留意家长做
家务或谁认真地去做过家务，对这些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几乎
没有。头脑中的表象不够因此思维比较狭隘。我认为课前应
该布置一周左右的家长家务劳动的观察，这样才能让学生真
正的有话可说。

其二教师深入不够，导致了学生的思考不够。例如：一个学
生提问“请问妈妈你拖一次地大约需要多少时间?”受到老师
的肯定后，就出现一串类似的问题什么擦桌需要多少时间?折
被子需要多少时间?……其实我们的孩子并没有错，心理学研
究表明3年级孩子的思维正从形象思维逐渐向抽象思维过渡，



但仍以形象思维为主，模仿是这阶段孩子的天性。

一个伟人曾经说过一切创造从模仿开始。是的，没有模仿哪
来的创造?从上例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孩子们善于模仿的
这一特点，而且他们乐于模仿。问题的症结是我在教学中任
学生一味的模仿，没有对这些学生的提问进行提升。结果让
本节课的模仿泛滥成灾了。事后我反思着，如果当学生出现
此等类似的问题时老师除了肯定之外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对
同一种问题进行归类。具体做法我认为可以这样安排：可以
把学生说(或写)出来的类似的问题放在一起让学生进行观察。
相信如果教师这样一放一问学生能够很快找到这些问题的'共
同点。那我们的教学就从罗列到了概括，从模仿到了创造，
化零为整，让学生的思维达到了质的飞跃。

在随后的一节课中我针对以上的反思对课进行了重新的整合，
让相似类型的问题有意识的放在了一起。学生能够很快地发
现许多问题的共同特点。如上例中的几个问题孩子们就把它
归纳成关于家务劳动时间的一类。这样进行适当的归类后许
多学生在进一步提问的时候就会从另外的角度去考虑。思路
打开了，设计的问题也更全面了，什么关于劳动史方面的问
题，关于劳动技能方面的问题……让我们的访谈问题设计得
更全面更科学，为下一次的访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防震减灾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五

活动内容：

1、通过调查、实践，初步树立幼儿健康的消费观念，感受爸
爸妈妈当家的不易，懂得要节约用钱。

2、积极参与讨论、交流，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学习合作和
记录。

活动重点：



培养幼儿节约用钱的好习惯;

培养幼儿的独立自主性。

活动准备：

儿童活动的小超市以及儿童教材的钱币。

活动过程：

一、幼儿介绍自己家里的消费情况

小朋友，昨天老师让小朋友调查了家里的消费情况，你们知
道家里的什么地方都需要钱?现在请小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家里
的消费情况。(幼儿自由汇报)

二、活动(游戏)

1、每三个小朋友为一组，先去中国儿童银行领取十元的活动
经费，再一起去超市购物。

2、小朋友去购物时怎样才能顺利地完成这次购物，你觉得应
该怎样做?(幼儿自由讨论后汇报)

(1)尊重每个小朋友，学会合作，人人参与购物。

(2)合理消费，不能超支。

(3)在超市购物时不能大声吵闹，吵到别的客人就不好了。

(4)挑选商品时要轻拿轻放，不要的商品要放回原处。

三、认真听超市工作人员的温馨提示

1、进行温馨提示。



2、你听到了什么?说说看。

四、幼儿合作去购物(师参与指导)

五、评价

好了，现在小朋友都完成了这次超市购物的任务，说说你在
购物时都有哪些收获?(你学会了什么?)

防震减灾安全教案及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
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幼儿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教学重点：

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对，现在是夏季,天
气渐渐变得很热了,你们热了怎么办?可是今年有好几个小朋
友因为热就悄悄去河里、池塘里洗澡，你们想知道他们去洗
澡发生了什么事吗?告诉你们，今年涪陵有好几个小孩下河洗
澡被淹死了，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好可
怜，老师伤心，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很伤心。

二、防溺水教育小朋友们，我们怎样使自己不会发生溺水事
故呢?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老师先向幼儿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教育幼儿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池塘、无盖
的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结伴到池塘边钓鱼、
游泳、玩水。

(2)教育幼儿在来园、离园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下江游泳。

(3)我们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很多同学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
有幼儿不慎掉进江河、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我们不能擅
自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来相助或拨打“110”。

(二)、老师谈谈事例，并由幼儿扮演小品本学期××学校在
周末，几名幼儿到讲河边钓鱼玩，有两名幼儿不慎溺水死亡。
这个悲惨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什么?这几个同学违反了哪些安全
规则?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1)议一议：

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

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2)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3)由这个事实谈谈我们的体会。

(三)、说一说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三、：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希
望你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溺



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教学反思：

教学主要是通过教师课件演示、学生讨论、角色扮演来完成，
使学生认识到了在河道、水渠、池塘、水井、水池、水库中
嬉水落水的危险;知道了在路上的井盖以及开放性水域无明显
警告标志和隔离栏的地方危险性大;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
疲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很容易造成溺水事故。让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溺水自救与预防
知识，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但是，安全教育不是一二节课就
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将安全工作细致
化、常态化。生命安全，警钟长鸣!

防震减灾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七

一、教育目标：

1、感受与小朋友一起游戏的快乐。

2、知道在家要如何注意安全。

二、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已知在家需要注意的事项，并且有安全教
育的基础。

2、物质准备：拱形门、红绿色线、ppt、彩色图片、小房子，
玩具若干。

三、活动过程：

1、导入：幼儿按照事先教师发给的入场券陆续进场寻找自己
的位置。



2、活动主体：

（1）教师讲述游戏规则（两队各派出代表来参加比赛，只有
答对了题目才能够继续进行游戏，对方队伍的人做裁判进行
裁决）。

（2）双方首发队员入场，进行答题。

红队所遇题目：

第一题：陌生人敲门怎么办？

第二题：在家是否可以爬到高处？

第二组队员替换。

第三题：碰煤气对与否？

第四题：看见貌似好吃的东西应不应该放到嘴里。

绿队所遇题目：

第五题：碰不碰刀具？

第六题：在家里是否能够独立洗澡或者碰触浴室东西。

第二组队员替换。

第七题：在家能否玩火？

第八题：陌生人在家附近一直转，想进来怎么办？

四、活动结束：

双方幼儿通过所有所遇关卡之后会到达终点，教师在小房子



中准备了奖品，奖励通过关卡的勇敢的小朋友。

师：小朋友们看一看大家拿到什么奖品？我们拿着奖品去参
加party好不好？

幼儿与教师一同退场。

教学反思：

安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继续探讨和努力，将安
全教育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不断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每位幼儿撑起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