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走人行道安全教案 幼儿园安
全教案(大全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
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走人行道安全教案篇一

1、通过借故事《好饿的小蛇》》让幼儿了解狼吞虎咽吃东西
的危险性，养成细细嚼慢慢咽的好习惯。

2、培养幼儿吃东西时专心，不玩闹的良好进餐习惯。

【活动准备】ppt课件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师：小朋友，这些食物大家都认识吗?都有些什么食物呢?

师：你们喜欢这些食物吗?

师：有一条小蛇也很喜欢这些水果，一起来看看它是怎样吃
东西的?

(二)了解狼吞虎咽的危险性

观看《好饿的小蛇》视频故事

师：小朋友，你们来说说小蛇是怎样吃东西的?



师：第六天，小蛇扭来扭去散步的时候看见棵红苹果树，它
做了什么?

师：小朋友，你们觉得小蛇这样吃东西安全吗?

师小结：如果在食用食物时，狼吞虎咽的吃，很容易呛在食
道里，严重的会窒息，危害小朋友的生命。

(三)判断行为

师：小朋友，你们说说看怎样吃东西才安全呢?

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吃东西的行为看看对不对?

图一：边走边狼吞虎咽(叉叉)

图二：吃东西的时候追逐打闹(叉叉)

图三：专心吃饭(勾勾)

图四：没有成人的监督下吃果冻(叉叉)

师：为什么图一、图二和图三都是不对的行为呢?

师小结：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不能打闹玩笑、要细细嚼慢
慢咽、不狼吞虎咽。果冻要用勺子吃，不要吸食同时要有大
人在身边。因为这些食物比较的细小，如果狼吞虎咽的吃容
易卡在喉咙里或者呛在食道里。

总结安全小儿歌：

小朋友要注意，

吃东西时要专心，



不跑不玩笑，

细细嚼慢慢咽，

安全意识要牢记。

延伸活动：

现在请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食物，记住要细细嚼慢慢咽。

幼儿园走人行道安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烫伤对身体的危害。

2、了解简单的预防和自救的方法。

活动准备：

1、收集皮肤烫伤的各种图片。

2、收集容易造成烫伤的高温设备图片。

活动过程：

1、出示皮肤烫伤的各种图片，了解烫伤对身体的危害。

(1)这些图片上的人怎么啦?他们怎么会这样的?你被烫伤过
吗?

(2)教师小结：这些人都是因为自己或别人大意把自己烫伤了，
烫伤后有时会留下很难看的疤痕，有时会对自己的生活也带
来不利的影响。



2、讨论生活中哪些东西会烫伤我们?

(1)哪些东西会烫伤我们?

(2)这些东西会怎么会把我们烫伤的?怎样做才能避免烫伤?

(3)幼儿园哪些东西可能会烫伤我们?

(4)这些东西会怎么会把我们烫伤的?怎样做才能避免烫伤?

(5)还有哪些东西会烫伤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3、讨论一些轻度烫伤的处理方法。

(1)讨论：如果我们不小心烫伤了，怎么办?怎样处理才是最
好。

(2)教师小结：烫伤了先用冷水冲一会儿，然后用干净的纱布
或毛巾盖在上面不动，再找大人帮忙上药或去医院。千万不
能随意拨弄烫伤的地方。 如果烫得很厉害，就不能直接脱掉
上面的衣服，不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幼儿园走人行道安全教案篇三

一、指导思想：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幼儿园必须把
保护幼儿的生命和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为贯彻落实
《纲要》精神，将幼儿的人身安全放在首位的指导思想，我
们大班老师们将本着保护和教育并重、帮助和提高共进的原
则，根据幼儿的实际生活，预设丰富的安全活动，在幼儿园
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加以落实，从而树立幼儿的安全意识，
习得简单的自我保护技能，获得健康的、全面的发展。



二、活动目标：

1、了解生活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懂得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
安全，对陌生人、危险事物等有警惕心。

2、学习预防危险、自我保护的简单知识，遇到危险能保持冷
静、尝试解决或预防危险。

3、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各项活动，感受活动的乐趣。

三、具体措施：

我们将在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安排安全活动内容，采用集体、
小组、个别活动等多种方式，努力达到安全教育活动目标。

（一）、生活环节

1、来园：

注意幼儿的健康状况、情绪状态，热情招呼幼儿，注意他们
是否带有危险物品，如：别针、纽扣、小刀、硬币、铁丝、
玻璃器皿等。如果有，我们要及时将其收藏，以免发生意外。

2、晨间活动：

按照活动计划表或根据天气情况安排幼儿进行体育锻炼。活
动前，教师检查场地、器械的安全性。较高气温的情况下，
组织幼儿在阴凉处活动，以平和活动为主，提醒幼儿休息、
擦汗、调节活动量。

教育幼儿正确、安全地使用体育器械，用正确的方法运动，
如走跑跳攀爬钻等，防止幼儿互相碰撞，提醒幼儿注意运动
方向，灵活躲避。

3、早操：



要求幼儿有力度、合拍地做早操，对个别体弱幼儿可以安排
其适当休息。

4、晨谈：

教师可以根据预设的晨谈内容与幼儿讨论、交流，也可以根
据临时情况变动。交谈内容：怎样玩滑滑梯又有趣又安全；
喝水也要讲科学；用伞的安全；厨房里的安全；怎样用学习
工具等等。

5、午餐：

要求幼儿正确使用餐具安静用餐，不打闹、嬉笑，以防止饭
菜误入气管内。吃完后自己收拾残渣倒进桶中。

6、午睡：

睡前提醒幼儿解好小便，自查有无玩具、小颗粒材料、危险
品带入寝室内，教师复查。在幼儿睡时，教师和保育员要巡
视幼儿是否有不良的睡眠习惯，如看到幼儿蒙被、咬被等情
况要及时制止。

7、下午游戏：

游戏活动所用的材料、工具必须安全、卫生，尤其要检查剪
刀、铅笔塑料玩具等，是否太尖或有损害。要教育幼儿正确
使用工具，切勿以尖端指向自己或他人，切勿手持工具在室
内跑动，用完后要及时放入盒子内。在组织科学游戏时，除
了要保证材料安全外，还要教育幼儿探索时注意安全，及时
帮助他们安全地操作探索。

8、离园：

离园时提醒幼儿整理衣物，家长来接时，要认真核对接送证，



亲手把孩子交到家长手中，提醒家长带孩子玩大型玩具时要
关注孩子，防止孩子发生意外，要制止孩子不正确的玩法，
教育孩子和同伴友好地玩。

（二）、具体教育活动：

九月份

1、尖利得东西会伤人

2、危险的小河

十月份

1、身体小卫士

2、旅游路上

十一月份

1、葵花籽旅行记

2、有用的安全标志

十二月份

1、小心小火点

2、涩涩的眼睛

元月份

1、独自睡觉好

2、足尖上的舞蹈



幼儿园走人行道安全教案篇四

1、教育幼儿遇到危险或紧急情况时，可以采取大声喊叫的方
式，以便及时得到帮助。

2、帮助幼儿树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和
自救能力。

3、教育幼儿珍爱生命、维护社会安全。

有些幼儿爱玩火:玩火柴，玩打火机，用火烧东西玩，认为这
样很有趣，但却不知危险。玩火，易造成火灾。轻者，烧坏
衣物、身体;重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丧失性命。

(1)不玩火柴、打火机，不点燃火把，不翻弄火炉，不堆烧落
叶和树枝等。

(2)不把纸、塑料这些容易着火的东西拿近火源。

(3)学会认识易燃物品的标志，不要把火靠近贴有易燃标志的
物品。

(4)如果发现自家或邻居，或公共场所失火了，要迅速跑出，
并大声呼救。如果附近有电话，要快拨通119，请消防人员来
救火。

(1)可组织幼儿观看有关火灾的图片、录像，并引导他们讨论
怎样防止火灾，重在培养幼儿的防火意识。

(2)进行逃生演戏。

电是人类的好朋友。电能给人带来光明。电是主要的能源。
电灯、电视、电冰箱、电车等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但它们
都离不开电。但是，电同火一样，也是有危险的，而且，由



于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的危险更大。使用不当，危险
会发生。

幼儿好奇心强，对电是很感兴趣的，但对电的危险性认识不
足，甚至一点不知，所以要重视对幼儿这方面的教育。

(1)不摸电线，不玩电源插头和接线板。

(2)不乱动家用电器，如落地灯、电扇等。

(3)不要走近设有"小心触电"标志的地方。

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家庭使用煤气(或天然气)生火做饭，
给生活带来极大方便。但是，煤气、天然气是十分易燃的气
体，一遇火星即会燃烧，甚至引起爆炸，造成火灾。煤气是
有毒的气体，能使人窒息、死亡。

(1)不扭动煤气罐或煤气灶上的开关;不拉、不扯、不碰煤气
罐上的软管。

(2)不到厨房里去玩耍。

(3)闻到煤气的臭味要赶紧告诉大人，并迅速离开那里。如果
发现煤气灶开关没关或者灶上火灭了而漏气，自己又会关开
关的话，可以快去关上。

(1)带领幼儿参观有燃气设备的灶间，可将易燃、易爆的标志
贴在煤气罐和煤气开关等地方。

(2)帮助幼儿识别易爆、易燃的标志。

(3)帮助幼儿识别煤气的臭味。

雷电的安全事故现象时有发生。家居的危险用电事故也有发
生，并且多是幼儿事故。让幼儿从小就认识如何防雷电和在



家时如何安全用电，是我们教师必不可少的教育工作。

(1)不可以跑到大树下躲雷雨闪电。

(2)不可以躲在电线杆下。

(3)不可以躲在高危的地方。

(4)不可以躲在潮湿的地方。

(5)雷雨天不看电视，不玩电脑。

大班年龄阶段的幼儿，具有活泼好动、好奇、模仿力强等特
点，是最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群体。虽然他们出去一般都有
成人监护，但稍有不慎，就会严重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甚至
酿成悲剧。大班幼儿即将升入小学，独自穿越马路、独自活
动的机会增多了，孩子们虽然对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略知一
二，但对其危害程度了解不够。

1、了解基本的交通规则，认识几种常见的交通标志，了解交
通安全标志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2、学习基本的指挥手势，懂得手势的意思。

3、在游戏活动中体验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养成自觉遵守交通
规则的意识，提高自我安全防护能力。

6、防溺水

幼儿年龄小，喜欢玩水，却意识不到水的危险。

为此，教育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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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走人行道安全教案篇五

1、引导幼儿初步了解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形成初步的安全
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2、认识常见的交通标志，了解标志的作用和特征，培养幼儿
的规则意识。

3、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思维力及口语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媒体的动画课件：红红闯红灯

2、实现拼接好的违反交通规则的录像。

3、幻灯片：去秋游的场景布置。

【活动过程】

1、边观看动画课件边讨论：

(1)妈妈带红红去红绿灯旁的84广场玩，84广场真漂亮，红红
看到花丛中有一只漂亮的蜻蜓.就去捉蜻蜓玩。蜻蜓飞到了马
路对面，红红一路追过去，马路上驶过一辆车，红红差点被
车撞上。



(2)为什么红红差点被车撞上?

教师小结：红红离开妈妈在马路上追蜻蜓，不遵守交通规则，
差点被车撞上，这样太危险了。

(3)组织幼儿讨论：如果你是红红，你会怎么办?

教师归纳：过十字路口要看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不管
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马路上追逐、玩耍，
不乱闯红绿灯。

2、看录像，进一步了解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播放录像，让幼儿讨论、回答。

3、看幻灯片，引导幼儿认识有关的交通标志。

教师出示各种交通标志的图片，请幼儿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试着说出这些分别是什么标志，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

师：刚才小朋友说出了这些标志的意义，那到底说的对不对
呢?老师来告诉你吧!(教师仔细讲解每个交通标志的名称及意
义)

4、游戏--我指你说：教师指出标志图片，让幼儿说出标志名
称及含义，以让幼儿巩固复习。

5、情景模拟游戏：秋游去。

(1)带领幼儿一边走一边根据场景提问，认识标记，巩固对交
通规则的认识。

场景一：人行道和车行道

师：前面有两种路，行人该走哪一种路?(人行道)



师：行人应该注意什么?(靠右边走，不能边走边玩，特别是
不能到车行道上玩)

场景二：十字路口(教师扮交警)

师：要过马路了，我们应该怎么走?(找到斑马线，看交警手
势看红绿灯)

场景三：天桥

师：这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走?(走天桥要靠边右边一个跟着
一个走，不能推也不能挤。)

(2)顺利到达目的地

延伸活动：户外活动和中小班小朋友玩交通游戏。

幼儿园走人行道安全教案篇六

1.认识熟悉几个的几个场所中常见的标志，并能根据标志判
断标志所指示的行为。

2.初步尝试设计基本的.行为标志。

1.多媒体课件、交通标志视频

2.纸、画笔

一、情境导入(小明去奶奶家的背景图)提问：小明怎样走才
能到奶奶家，为什么?

(一)情境一：播放马路上交通标志视频提问：刚才小朋友看
到了哪些标志?依次出示图片

(四)情境四：出示肯德基标志图片提问：肯德基里放了哪些



标志呢?为什么?

二、判断对与错

1.判断停车的位置是否正确

2.根据红灯停绿灯行来判断行人走的是否正确

3.当发生火灾时小朋友判断是走楼梯的安全出口还是乘坐电
梯

三、议一议标志在生活中的作用，如果生活中没有标志的危
害：

1.小组讨论想一想、说一说，标志在生活中的作用，如果生
活中没有这些标志的危害。

2.小结：标志的本领很大，它不会说话就告诉了我们这是什
么地方。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标志的作用是非常重要，我
们一定要学会认识它，了解它。

四、我是小小设计

1.教师向示范设计些简单标志，然后请每个小朋友当一次小
小设计师，设计出一些自己感兴趣标志(教师提醒幼儿应该做
表示方法和不应该做的表示方法)

2、幼儿自己动手操作，教师巡回指导，对于能力较弱的幼儿
要重点指引

3、请幼儿讲述自己制作的标志的名称及作用。

1.为幼儿园或区角制作相应的标志，并将它贴在相应的地方。

2.鼓励幼儿平时多观察生活中有什么标志，并画下来介绍给



同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