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走散教案 幼儿园安全教育课
教学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走散教案篇一

一、场景描述：

在“防火知多少”的活动中，小朋友们正在认真地讨论着怎
样来防火，有的小朋友说：“如果发生火灾了，我就马上报
警打119”。有的小朋友说：“如果发生火灾了，我会跑到外
面呼叫。”小朋友们讨论的十分激烈，忽然，天天小朋友说
到：“我上次从电视里看到，如果发生火灾了，应该采用毛
巾、口罩蒙鼻，匍匐撤离的办法，来自救逃生的。”大家听
了天天小朋友的话，都连连点头。

二、分析：

天天小朋友可以通过电视来了解火灾的知识，这样幼儿们更
能加深了幼儿对火灾的认识。也让其他的小朋友了解自救逃
生的方法及技能，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三、措施：

1、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应从培养常规抓
起，让幼儿明确各个环节，各个活动的具体要求，逐步树立
自我保护意识。

(1)通过故事、看讲等，教给幼儿自我保护常识。



(2)通过现实生活上的实例教育幼儿。

电视上经常有关火灾等的报道，可借助这些实例教育幼儿，
要学会自我保护。还有一些幼儿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如果不
注意就会发生事故。如：上厕所时推挤、手拉手跑步、鞋带
没系好走路等，要教育幼儿注意这些细节，避免发生事故。

2、运用各种形式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运用灵活多样的
形式，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会自我保护。以游戏
训练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游戏是幼儿是喜爱的活动，通过
游戏训练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可收到较好的效果。如游戏
《打电话》，教幼儿万一出现危险，要马上采取一些自救的
方法：发生火灾拨火警电话“119”，讲清楚什么地方发生火
灾，请消防队员赶快来救火，或大喊“救火”、“救命”，
或打电话通知大人，并想方设法离开现场等。

3、以安全知识竞赛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4、认识安全标记训练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安全标记可提示
和警告人们注意安全。我们应和家长配合，利用参观、游玩、
逛街的时候，让幼儿认识常风的交通标记安全标记，懂得其
主要作用，并通过认识安全标记，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四、效果：

通过这几周的教育、引导、幼儿们有了很大的转变。小朋友
明白了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同时初步掌握几种自救逃生的方
法及技能。也了解了火灾发生的几种原因，懂得了如何防范
了。

五、思考：

总之，加强安全教育，培养幼儿保护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它
关系到每个幼儿的安全和健康，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平安。



因此，每个保教工作者、家长都应该做到防患于未然，打好
这个持久战，去除一切可能发生在幼儿身边的危险因素，防
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切记，时时刻刻都不能松懈安全这根弦。

幼儿走散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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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走散教案篇三

安全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事故的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同
学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给我们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和无可祢
补的损失。学校要求我们的每一位同学都要牢记这次深刻的
教训，远离安全隐患，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安全工作是我们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学校自始至终就
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学校建立健全了各种安全制度，成立了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全校师生进行经常性的和重点时
段的安全教育和安全督导工作，保证了学校的安全工作有组
织、有领导、有制度、有落实。学校通过各种途径，像全校
集会、升旗仪式、家长会、班校报、主题班会、安全征文、
演讲比赛、校园广播等形式，注意加强对我们的同学进行交
通、防火、防水、防毒、防电、防盗、防传染病和防不法侵



害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学校还在全镇各村成立了由两名
同学组成的安全监督检查小组，并通过与我们的学生、家长、
班主任、有关老师签订“学生安全公约”、“安全工作责任
书”，加强节假日巡视检查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和提高全
校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安全责任感，努力消除各种安全事
故隐患，保证了学校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同学们身心的健康成
长。

但是，不可否认，尽管学校有关领导和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通
过各种形式对我们的同学进行了多方面的安全、法制和纪律
教育，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可仍有部分同学无视学
校有关的安全纪律规定，无视国家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做出
了一些有可能伤及自身和伤及他人的违纪违法行为。这部分
同学在安全方面确实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隐患，例如课间
在楼上楼下追逐疯打；自行车不按规定场地摆放和上锁，防
盗意识较差；使用体育运动器械时违章操作；违纪玩火玩水
摆弄电器；放学后在校内外逗留时间过长；携带玩弄藏匿刀
棍等危险器具；同学之间发生矛盾纠纷后拉帮结伙通过拳脚
打架来解决；节假日双休日结伙闲逛惹是生非破坏群众纪律，
违纪到危险水域玩水、游泳、捉鱼摸虾等等。

有些同学尤其是在交通安全和防火、防水安全方面存在的隐
患更多，他们主要表现在：交通安全意识淡漠，安全责任心
差，存有侥幸心理，缺乏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交通法
规知识较少，经常有违反交通法规的现象；无证驾驶机动车
辆，违章高速行驶；多人骑自行车并行，路上骑车时撒把、
追逐、疯闹；不服从交通红绿灯的指挥，随意冲闯红灯；随
意横穿公路；不主动给机动车让路，与机动车抢行；乘坐学
生班车时抢上抢下、拥挤疯闹；违纪到铁路周围玩耍；违纪
携带火种玩火；节日燃放鞭炮不注意场合；封山期内带火种
进山区林区游玩；违反操作规程使用火、电、油、气，违纪
到危险水域玩水、游泳、捉鱼摸虾等等。

从以上种植话踩现象的大量存在同学们不难看出，交通安全



和防火、防水安全就是我们同学目前在安全方面最需要注意
和防范的几个重点。

幼儿走散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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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走散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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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