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停电了要小心安全教案及反思(汇
总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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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电了要小心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一

1.区分动物的习性，认识词：小心、危险。

2.有初步识字兴趣。

各种不同习性的动物图和字、提示性的词句

(一)区分习性，认汉字

2.读词：小心、危险。

3.为什么要有“小心”、“危险”的标志?

4.讲一讲哪些动物是凶猛的，会伤害小朋友和小动物的。

5.如果你们发现有危险的动物，可是别人还没有发现，你们
会怎么办?(出示相应的汉字卡片“小心”、“危险”)

6.平时你们看见写有“危险”或者“小心”的地方应该怎么
样?

7.哪些动物是温顺的?小朋友见到温顺的动物会怎样呢?

(二)游戏：“去森林”



1.交代规则：

(1)出示提示牌，读一读(老虎来了“危险”——快快跑，看
见狮子“小心”——不讲话，看见老狼“小心”——蹲下来，
小鸡来了“安全”——做游戏，看见小鸭“安全”——轻轻
走)

(2)教师出示提示牌，幼儿做相应的动作。

2.带小朋友去户外花园环境中进行游戏。(要求小朋友边看指
示牌边做动作)

(幼儿书写提示牌)

1.在户外游戏更有趣且空间大。

2.活动中，要注意调动幼儿的情感，使幼儿更投入地活动。

3.指示牌中的短句可根据孩子的识字量经常更换，增强孩子
的兴趣。

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教给他们一些处理紧急情况的自我保
护的方法，增强防险、避险的能力,是本课的教学重点。

教学中，通过“说一说、练一练、演一演”，让学生体会到
安全的重要性，知道危险就在我们身边。一旦遇到危险知道
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把危险降到最低限度。

教学中，首先让学生认识了三个重要的求助电话，并了解了
使用的要求。然后通过讨论书中几种情境，使学生懂得了躲
避危险及遇到危险后的自救方法。最后讨论两个典型事例，
让他们明白了遇到危险要向人求救，求救的方法一是及时通
知大人，二是使用三个求救电话。

教学中，我适时补充了相关安全常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教学效率。

本节课，我创设了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学生轻松、愉快
地学习，增强了安全意识，接受了安全知识，提高了自我保
护能力。

停电了要小心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二

1、了解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危险，如：火、电、刀等。

2、知道不能随意触碰危险物品，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3、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4、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ppt课件：不玩危险物品

活动重点：了解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危险，如：火、电、刀等。

活动难点：知道不能随意触碰危险物品，有初步的自我保护
意识。

1、观看课件图3，通过谈话引出主题活动。

·教师：小朋友，你们看，阿姨的手怎么了?

·教师：阿姨为什么要绑着绷带?

·教师：阿姨在家，用菜刀时，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教师小结：我们小朋友在家不能玩菜刀，刀是很危险的东
西。

2、观看课件图4，引导幼儿说说身边有哪些东西是危险的，



不能玩的。

·教师小结：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危险的，如：打火机、火
柴、电器的插孔、药品等，不一定小心就会让我们受伤，所
以小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在家不能玩危险的物品。

3、观看课件图5-图11，让幼儿议一议图中小朋友的做法对不
对?

4、观看课件图12，请幼儿说说哪些地方是危险的，要特别小
心，不能去玩。

5、观看课件13，让幼儿认识匪警：110 火警：119 急
救：120

6、初步认识常见的安全标记，欣赏儿歌《火灾来》、交通安
全歌》和《地震自救歌》。

孩子年龄小，对任何事物都特别感兴趣，不管是否有危险，
都会去摸索。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的发生幼儿划破扎伤
身体等。如何让幼儿远离危险且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根
据幼儿的实际情况，特进行"不玩危险的物品"的活动，让幼
儿躲开危险，远离危险。

这活动我共分五方面来进行教学，首先让幼儿观察、认识安
全标记。了解它的特征和意义。因为幼儿本身就有一定的认
识基础，而且对这些标志比较感兴趣，所以课堂秩序还是很
好的。

在翻开活动用书时，幼儿都能积极的举手告诉我书上图片描
述的是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幼儿对于这些危险物品还是有
一定的危险意识;并对它们造成的后果也是比较了解的，大多
数的幼儿一次就把所有物品的用途都说出来了，但是对于他
们的共同之处幼儿的回答就不太完整，虽然知道但是不能用



一个较好的词语来进行概括，从这里我发现我班幼儿在语言
发展方面，词汇还是不够丰富需要加强。

幼儿对"为什么这些东西是危险物品"，不太了解，有的幼儿
说"本来就是这样的"有的说"因为它会个给人和事物造成伤
害"……因此，在我讲了以后幼儿就有了一种恍然大捂的神情，
感到很高兴，还不时和边上的同伴那进行交流。课堂的气氛
一下字就活跃了起来。

最后一个环节，幼儿积极讨论其他孩子的回答是否正确。孩
子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课堂的气氛非常热烈。当
中有的幼儿说的不够准确，或语言表达不清楚的，其他幼儿
还会进行指正，从这里可以看出幼儿已经基本掌握了对危险
物品的认识和造成的严重性，活动的目标基本达到了!

最后我进行了一个简短的小结，把幼儿的讲述的内容进行了
汇总，然后让幼儿欣赏儿歌《火灾来》、交通安全歌》和
《地震自救歌》，进步一步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停电了要小心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三

社会

阳台上的危险

1、了解阳台上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2、增强幼儿安全防护意识。

3、能认真倾听同伴发言，且能独立地进行操作活动。

4、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了解阳台上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增强幼儿安全防护意识。

录像片

1、幼儿根据已有经验，谈谈阳台的主要作用。

小朋友家里是不是都有阳台吗？你们都在阳台上做些什么？

小结：阳台是一个伸向屋外的平台，它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空
气和阳光。有的人家在阳台上晒衣服，养花，养鱼，有的人
在阳台上活动身体，锻炼。夏天，还可在阳台上乘凉。大家
都需要它。

2、幼儿讨论：在阳台上有哪些危险的事情不能做？

3、观看录像，判断正确或错误，简单说说原因。

片段一：小朋友在阳台上看书、折纸。（对）

片段二：小朋友在阳台上锻炼身体。（对）

片段三：幼儿将头和身体伸向阳台外喊楼下的小朋友。（错）

片段四：幼儿往阳台外抛东西。（错）

片段五：幼儿将身体伸向阳台外拿手帕。（错）

片段六：小朋友在阳台上玩玩具，忽然风将阳台门吹上了，
该小朋友爬门。（错）

：在阳台上取晒在衣架上的东西时，不能将身子探出护栏，
应该用衣钩将衣物钩到可以拿到的地方再取回，否则，不小
心会发生危险；不能往阳台外扔东西，会砸伤他人；如果遇
到阳台上的门被吹上，应向屋里的大人求救，请他们帮忙。



4、活动结束。

活动形式符合幼儿好奇、好动的心理特征。给幼儿提供丰富
的物质环境，刺激幼儿去感受美和表现美。“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是好动，对一切事物充满了好
奇心，求知欲望强烈。及时表扬幼儿的点滴进步，肯定和鼓
励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举止，树立自信心，挖掘幼儿的创造
潜能。

停电了要小心安全教案及反思篇四

1.知道吞吃小纽扣等异物是十分危险的。

2.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3.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4.发展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动手能力。

录像：小纽扣旅行记

1.看录像，思考讨论：

（1）看录像：珊珊有一条新裙子，裙子上的扣子可美了，像
甜甜的糖，珊珊总是喜欢低头看，用手摸。可是有一天：镜
头一：珊珊发现纽扣掉在地上了。镜头二：珊珊把纽扣放在
嘴里了，想尝一尝。镜头三：唉呀，纽扣吞下去了，珊珊难
受极了。镜头四：珊珊看医生，医生说要等纽扣随大便拉出
来。

提问：珊珊难受吗？为什么？

（2）师生共同小结：纽扣不能吞吃，既不卫生，又会危害身
体健康。



2.交谈与访问：纽扣不能吃。

（1）与"吞吃过异物"的幼儿交谈其经历，引起幼儿注意。

（2）提问："除了纽扣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孩子找
找周围"小"、"巧"易误会的物品，如小木珠、小棋子等。

3.讨论：纽扣是我的好朋友。

（1）提问：你的纽扣在哪里？有几颗？它们有什么用途？

（2）讨论：纽扣掉了怎么办？（告诉大人，先收起来，及时
钉上。）

1.设立小盒子：发现异物及时收捡。

2.建议家长经常检查孩子的服装，特别是纽扣是否松脱。

小班的孩子对什么都感兴趣，好奇心强烈，喜欢接触新鲜的
事物，往往忽略危险的存在，很容易发生意外和事故。本节
活动课幼儿的活动氛围很好，大部分的幼儿知道不能把纽扣
放在嘴里，并能指出班级有哪些小朋友把小东西放在嘴里玩，
还能说出行为有哪些危害，相信宝宝们以后更能知道哪些行
为、东西是危险的。

停电了要小心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五

1、知道把珠子、扣子、硬币等小物品，塞到耳朵、鼻子、嘴
巴里会有危险。

2、自己或者同伴有异物塞进口、鼻子、等处时要及时告诉大
人。

3、引导孩子乐于接受治疗。鼓励、培养小朋友不怕打针的勇



敢精神。

4、了解生病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学会预防生病的方法。

1、多媒体教学资源《危险的小圆珠》

2、幼儿用书第40—43页

一、创设情境，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1）游戏《指五官》。

教师说：鼻子、鼻子、嘴巴（或眼睛、耳朵、鼻子）。

请幼儿依次指出嘴巴、眼睛、耳朵、鼻子。

（2）教师带领幼儿分别闭上眼睛走一走，捂着耳朵听老师唱
歌，轻轻捏住鼻孔、闭着嘴巴呼吸，具体感知一下五官的作
用。

二、讲述故事《危险的小圆珠》，引导幼儿感知异物塞入鼻
的危险。

（1）播放多媒体教学资源《危险的小圆珠》。

提问：明明睡觉的时候偷偷地玩什么？他把小圆珠放到哪里
了？这样做对吗？为什么？

（2）小结：把小圆珠放在鼻子里，会堵住鼻孔不能呼吸。小
圆珠如果进入鼻子深处，会很危险。

三、引导幼儿说一说：怎样才能让五官避免伤害。

（1）哪些东西不能放在耳朵、鼻子或嘴巴里，为什么？



（2）进餐和吃水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3）入园时不能带什么？午休时不能玩什么？

（4）阅读幼儿用书第42—43页：简单了解有异物进入口、鼻、
耳怎么办？

（5）小结：笔帽、扣子、棋子、发卡、图钉、硬币等一些小
的物品不能往耳朵、嘴巴、鼻子里塞；进餐吃水果的时候不
能大声说笑，不然小饭粒就容易进入气管；早上入园不带小
物品；午休时不咬拽衣服扣子、拉链，不玩被角、线头、棉
花等，有异物进入口、鼻等处时要及时告诉老师；看到同伴
不小心把小物品放入口、鼻等处时，要及时告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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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