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小班安全安全用电教案(精
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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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小班安全安全用电教案篇一

1、通过游戏，了解家中的危险有哪些

2、形成在家中的自我保护意识

小组进行

电脑

1、激发幼儿对家中危险的重视，初步对家中的危险进行了解

2、通过电脑游戏的形式，加深幼儿对家中危险的认识，形成
初步的安全意识

师幼互动：

1、教师提问：

“小朋友知道我们在家中有的是请可以做，有些事情我们千
万不能做，不然就会发生危险，那， 那个小朋友能告诉我们
你知道的家中存在的危险有哪些”

王永其：在家里，不能动电源，要不然，就会被电电到



郑悦彤：在家里，小孩不能动刀，这样，会被刀割伤

孟令宇：在家里，不能在床上蹦，那样容易摔倒，摔伤

2、电脑操作

从活动中了解到幼儿对于家中的危险又简单的了解认识，具
有简单的安全意识，但对于安全的.理解并不细致;幼儿通过
电脑的操作，及幼儿间的合作与商讨 形象的帮助幼儿记住家
中的危险有哪些，知道怎样避免家中的危险。

幼儿园小班安全安全用电教案篇二

1、了解生活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2、学习迷路时可以采取的自救方法。

幼儿用书、布偶、自制的安全胸章数枚、幼儿数量相等的自
制叉牌

一、教师请幼儿手拿叉牌，教师讲述故事。

1、教师出示布偶，告诉幼儿：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关于小朋
友鲁鲁（布偶）的故事。小朋友如果觉得他有什么地方做错
了，你们可以把手里的叉牌高高的举起来，这样的话可以提
醒他注意。

2、教师讲述故事《迷路的鲁鲁》。

3、引导幼儿说一说如何来帮助鲁鲁处理迷路的困境，并说说
自己的想法。

二、师生共同交流迷路时应该如何处理。



1、提问：小朋友们有没有迷路的时候，迷路时你们是这么做
的？

2、教师小结：迷路时我们要留在原地等家人来找，也可以找
可靠地成人或警察叔叔帮忙。找大人或警察帮忙时我们应该
说清楚自己及父母的名字，家里的电话号码或父母的手机号
码。

3、请幼儿示范迷路时有人帮忙我们该怎没说。

4、教师请个别幼儿示范与家人外出时应该牵着家长的.手或
拉住家长的衣角，以防走失，不可因看想看的东西而忘记跟
家人同行。

5、另一教师扮演陌生人试图带走幼儿，请幼儿进行情景表演，
引导幼儿想想遇到陌生人时要怎么做才安全，表演好的幼儿
给予安全胸章进行表扬。

三、教师总结：

什么事情都要小心、多想一想这样可以避免遇到危险的发生，
比如：避免走失，小心和陌生人说话或谈及家里的状况，不
接受陌生人的礼物，单独帮助陌生人等。

幼儿园小班安全安全用电教案篇三

设计思路：本次活动设计由来是幼儿经常在生活中不小心将
自己的手碰伤，然后难受的或害怕的告诉成人自己的手破了，
教师从幼儿生活中寻找教育内容，鼓励孩子爱护自己的小手，
保护自己的小手。

活动目标：

1.知道爱护小手，不玩尖利的东西。



2.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和保护方法。

活动准备：

手受伤的布娃娃玩具

过程：

1. 出示布娃娃玩具，通过故事导入："今天布娃娃在玩的时
候可不小心了，弄伤了自己的手，它自己很疼，都快哭了！"

讨论:（1）这个布娃娃的手怎么啦？ 幼：哎呀！流血了。幼：
出血了。

（2）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呢？幼：被东西划破了。幼：摔
破的。幼：摔倒蹭烂的`。

（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幼：玻璃片，针叶可以
刺破。 幼：铁钉也能刺破。幼：铁丝；剪刀……师：为什么
呢？ 幼：因为很利。幼：因为太尖了。

小结：因为这些东西很尖，很锋利，容易把手划破。

（4）启发幼儿回忆：自己的手有没有被划破过，手划破了有
哪些不方便。

2.讨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幼：平时不玩剪刀。
幼；刀也不能玩，还有玻璃（片）。……幼：危险的都不能
玩。

小结：我们周围有很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锋利
的，如果我们去玩这些东西，就会把手划破，给自己带来危
险和许多不方便。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以免我
们的手受伤，影响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3.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布娃娃（或自己）受了伤的手。

小结：如果我们的小手已经受了伤，就更要好好保护，这样
才能使它快快恢复健康，为我们服务。

幼儿园小班安全安全用电教案篇四

制作安全标志

1、通过制作安全标志，粘贴安全标志，引导幼儿知道要保护
自己身体的安全。

2、初步懂得避开危险物，不做危险动作。

安全标志个、蜡笔、纸。

初步懂得学会看安全标志，避开危险物，不做危险动作。

指导幼儿学习如何设计制作安全标志。

通过讲讲、做做、贴贴等活动来学习制作简单的安全标志，
使幼儿知道有了安全标志，可以提醒大家这个地方要小心。

1.出示安全标志

a.小朋友，这是什么?

b.这是安全标志，有了这个标志，可以提醒大家这个地方要
小心.

c.这是警告标志，有了这个标志，代表这里有电，要小心!不
要碰。

d.前几天，尤思琦小朋友在厕所摔了跤，如果，厕所里贴了



这个安全标志，她肯定会小心的走上台阶，就不会摔跤了。

e.现在我们把这个标志贴在厕所门上，提醒大家小心好不
好?(请幼儿去贴)

f.我们教室里还有许多需要提醒的地方，大家动动脑筋自己来
做个安全标志。

(二)做做

1.幼儿设计制作，老师巡回指导，重点提醒园点在下方。

2.鼓励幼儿制作与老师不同的安全标志。

3.帮助个别完成作品。

(三)贴贴

1.贴到你认为不安全的地方。

2.请幼儿说说自己设计制作的标记，为什么贴在这里?

幼儿园小班安全安全用电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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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关的图片四张。

2、请一位幼儿不认识的阿姨扮演陌生人，并设置表演情境。

3、玩具、果冻、巧克力。

一、故事《沙沙和陌生人》



1、讲述故事《沙沙和陌生人》：变色龙沙沙独自在院子里玩，
这时一个陌生人问他公园怎么走，沙沙有礼貌地告诉了他该
怎样走，陌生人非常感谢沙沙。回到家里，沙沙把这件事告
诉了妈妈，妈妈说：“沙沙，你做得对！不过还有一些事情
你要多加注意。”沙沙连忙问妈妈：“还有什么事情应该注
意的呢？”

3、出示图片：

图一：陌生人要你跟他出去玩时，你不能跟他一起去。

图二：陌生人给你礼物或好吃的东西时，你不能要。

图三：陌生人要去你家时，你不能带路。

图四：陌生人硬拉你跟他走时，你要反抗，大声呼救。

二、情境练习情境一：一个陌生的叔叔对一位小朋友
说：“小朋友你真可爱、我请你吃果冻。”接着又拿出玩具
给他玩。

集体讨论：能不能接受陌生人的礼物，应该怎样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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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小结：对待陌生人要有礼貌，但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话，
尤其是不能跟陌生人走。

a。陌生人就是坏人。b、陌生人不一定是坏人。

2、能不能跟陌生人走？



a、能去公园和游乐场。b、不能去任何地方。

3、有个认识的阿姨想带你出去玩。

a、可以和她去。b、必须先告诉爸爸妈妈。

4、有个不认识的叔叔给你东西吃：

a、巧克力、果冻不能吃，饮料可以喝。

b、什么都不能吃。

5、下大雨时一个陌生人说用车送你回家。

a、先说谢谢再上车。b、不能上车。

6、陌生人问你的名字、家里有谁、能不能告诉他？

a、只能告诉名字，不能告诉他家里有谁。

b、什么都不能告诉他。

四、结束活动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成人，遇到陌
生人不能轻信。

活动反思在活动的开始部分通过和幼儿讲变色龙沙沙和一个
陌生人之间发生的一段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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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通过集体的学习，帮助所有幼儿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
相处的方法，让孩子知道如何应变可能遇到的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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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活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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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游戏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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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小班安全安全用电教案篇六

现代的孩子已处于二十一世纪，他们应该是活泼主动、大胆
不怕困设置各种难题，通过角色扮演，一边发现问题，一边
随机教育，不但要让幼儿学会保护的方法，而且要让幼儿的
心灵得到共鸣，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

我该怎么办。

1、了解发生各种危险时，所应该采取的措施。

3、能认真倾听同伴发言，且能独立地进行操作活动。

4、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游戏导入——谈谈议议———游戏巩固

（一）游戏导入

指导语：有一天，有个坏人突然闯进了幼儿园，要挟我们，
怎么办？

2、随着幼儿的答案，请个别小朋友表演。

（二）谈谈议议指导语：刚刚这样子对不对？如果你遇到了
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总结：如果有陌生人在敲门，而爸爸妈妈不在家，我们不能
开门！

如果坏人闯进幼儿园了，我们要安静的想想办法，不能害怕。



可以打电话求救，也可以请求别人帮助我们！

（三）游戏巩固根据小朋友及老师总结的答案及过程，请小
朋友上前表演。

幼儿在谈到各种自我保护方法时，可能会说出各种办法，有
的可能是不合理的，教师不必当场反驳，可以根据幼儿的表
演，来请小朋友谈谈。

通过本次活动，宝宝已经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老师和家长
还要结合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及时进行教育，让宝宝时
刻具有防备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