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清明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精
选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清明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感受、了解尖利物品的危害性，知道各种各样尖
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继续积累幼儿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
处理和保护方法。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了解哪些尖利的物品不能玩

活动难点：能说出简单的处理方法和保护方法。

活动准备

1、活动课件一份



2、各种尖利物品实物及图片若干（剪刀、铁钉、牙签、铅笔、
水果刀、针、玻璃等）

教学过程

一、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然后回答问题并讨论。

情景内容：妈妈和宝宝一起削果，妈妈中途上厕所离开没有
放好水果刀，宝宝好奇拿起刀学妈妈的摸样也削起了果，结
果手被刀给划伤了。

1、刚才小朋友怎么了？（出血了）

2、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了？（被划破了）

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幼儿自由发言）

4、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不要随便去触摸或者
玩一些尖利的物品，或者在使用一些尖利的物品时要知道正
确的使用方法）

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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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弄伤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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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我们受伤，影响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二、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受了伤的伤口。

1、如果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口？
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感染、
化脓。）

2、受伤了怎么办？（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然后涂
上红药水或紫药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



3、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能要伤口沾到水，不能随
便揭掉包布，要按时找老师、医生换药等。）

三、认知与交流：

1、教师：“小朋友说得很好，其实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很尖利
的东西，你们能说一说都有些什么？”

2、教师引导幼儿自由发言生活中常见的尖利物品，并任意出
示几种，请幼儿说说它们的名字和用途。

小结：在我们的生活用品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的
东西有着锋利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帮了我们许多忙。如有了尖尖的笔，我们就可以写较小的字；
有了锋利的剪刀，我们就可以把纸剪成各种形状；有了细细
长长的筷子，能方便我们夹饭菜等。

3、结合课件，进行安全教育：

教师：“这些尖利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可是如果使用
不正确，会使我们受到伤害，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图片。”

（1）请小朋友看看课件上小朋友在做什么？他们这样做对不
对？为什么？

（2）如果是自己，会不会像图上的小朋友一样做这些危险的
事情？

（3）以后自己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教师小结：在使用尖利的物品时，要小心，不能像图片上都
孩子一样，将剪刀随意在自己身上乱剪，也不能在用嘴巴含
着筷子、吸管或吃用小棒串着的食物时走来走去。尖利的物
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儿因为自己年纪还小，



有一些尖利的物品还不能使用，也不要去尝试，更不能当玩
具玩，要远离这些尖利的东西以免我们会受伤，影响我们的
活动和生活，等小朋友长大了，本领变大了，会正确使用这
些东西就会对自己有帮助了。

四、教师：“小朋友真棒，都知道尖利的东西对我们带来的
危害，又说出怎么处理和保护受伤的手，现在老师请小朋友
再来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把贴在把杆上的图片找找有哪样
东西是给我们带来危害的，我们把它给找出来，以后我们见
到时就要特别小心，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危险不容易受伤了，
好吗？”

五、延伸活动：带孩子一起到户外寻找尖利的物品，也可以
建议孩子回家一起和爸爸妈妈在家一起寻找尖利的物品。

教学反思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的目标比较明确，内容的贴近幼儿生活。
不足的是在活动中教师没有能很好的让幼儿理解“尖利”的
特征和含义，在引导幼儿观察回答问题不够深入，比较着急
的说出答案。在课堂的随机性教育也要加强，像有个孩子说
到药也是容易伤害我们的时候，教师不应该局限在活动内容
中急忙反驳幼儿的说法，说药不能伤害人，其实药在无形之
种隐藏的危害也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教师在小结时语言的表
达还不够紧密，活动结束的游戏环节设计应该可以更活跃一
些。教师应在今后的活动设计上要想得更周到，更详细，这
样孩子在活动中掌握的知识会更多，更好。

大班清明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教幼儿学习正确使用剪刀、筷、笔、游戏棒等物品的方法，
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剪刀、筷、笔、游戏棒等物品。

活动过程：

一、教师介绍一些尖利物品的名称、形状及用途

幼儿a：老师手里拿着剪刀、铅笔还有我们吃饭用的筷子。

幼儿b：老师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玻璃也危险的，也会弄伤
手的。

幼儿：剪刀用来剪东西；铅笔用来写字；筷子是用来吃饭的。

教师：回答问题简单明了，表扬承博源。

小结：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许多方便。它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二、让幼儿根据切身体会谈谈尖利物品使用不当时，对人造
成的伤害

教师：你们有没有被尖利的物品划伤过、割破过？为什么会
弄伤？怎么处理的？

幼儿a：老师，我和姐姐玩游戏的时候被砖头的`尖角划伤过，
当时流血了，是妈妈帮我包扎的。

幼儿b：我被玻璃划伤过，因为杯子碎了。



教师：看来小朋友会因为不小心，曾经被尖利的物品划伤过。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千万别慌张，要找家长，让家长帮
我们把伤口清洗、消毒、包扎。

小结：看来，我们生活中的好朋友也有生气的时候，所以我
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正确使用，避免受到伤害。

三、讨论

教师：如何正确使用尖利物品，保护自己或别人不受到伤害？

（以小组为单位，派代表起来讲一讲）

幼儿a：剪刀的头不能对准自己和别人，剪的时候不要剪到手
上，小刀也不能划在手上。

幼儿b：不能把铅笔尖的地方碰到眼睛，也不能碰到其他小朋
友的眼睛。

幼儿c：筷子也不能碰到别人。

教师：三位代表讲的都正确，我们要付诸行动，保护好自己
和其他小朋友。

四、评一评

请幼儿演示如何正确使用,其他幼儿看看他的方法是否正确、
安全

（请三位幼儿上台演示剪刀、筷子、铅笔的使用方法）

此环节顺利通过，三位幼儿演示动作到位。

五、总结



生活中除了剪刀、筷子、铅笔等这些东西属于尖利物品，还
有许多东西也是的，如：吸管、小棒、玻璃……我们不能将
尖利物品随意舞，也不能含着筷子、吸管或吃着有小棒的食
物追逐，尖利物品用完后要收拾好。

大班清明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2、教育幼儿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不给陌生人开门、不
跟陌生人走。

3、知道在发生危险时如何自救。

4、初步懂得做事要小心，遇到意外不慌张，并设法解决。

活动准备：

1、图片1幅

2、儿歌《陌生人》

活动建议：

一、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并讲述图片内容，

提问：图片上有谁?

他们在干什么?

小姐姐为什么摆手?

教师进行小结：小姐姐不要陌生人的东西，她怕陌生人会伤



害她。

二、学习儿歌《陌生人》

1、告诉幼儿老师有一首关于《陌生人》的儿歌，请大家一起
欣赏。

2、请幼儿跟老师学习这首儿歌，并能把这首儿歌说给小弟弟、
小妹妹听。

三、引导幼儿讨论：陌生人为什么会送礼物个小朋友?我们为
什么不要陌生人的东西?

引导幼儿展开讨论，让幼儿知道陌生人给小朋友礼物是有目
的的，有的想骗小朋友离开妈妈、爸爸;有的想骗小朋友到他
家里去偷他家的东西。教育幼儿不要被陌生人送的礼物迷惑，
而上当受骗。

附：儿歌：陌生人

陌生人给吃的，我不要

陌生人领我走，我不去，

陌生人送礼物，我不要，

陌生人来敲们，我不开。

活动反思：

通过这堂课，使小朋友们明白了，陌生人给我们的东西千万
不能要、东西更不能吃到嘴里、更不要随随便便就给陌生人
开门和跟陌生人一起回家等!陌生人都是不熟悉和不认识的人，
说不定全是有目的性的，有的陌生人会把小朋友偷偷带走，
让小朋友找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有的陌生人会跑到小朋友



家里去偷东西，我们可千万不要上了陌生人的当!

大班清明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四

主要包含了活动目标，教学重点、难点，活动准备，教学过
程，教学反思等内容，引导幼儿感受、了解尖利物品的危害
性，知道各种各样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继
续积累幼儿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
和保护方法，适合幼儿园老师们上大班安全活动课，快来看
看尖利的东西教案吧。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感受、了解尖利物品的危害性，知道各种各样尖
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继续积累幼儿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
处理和保护方法。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了解哪些尖利的物品不能玩

活动难点：能说出简单的处理方法和保护方法。

活动准备

1、活动课件一份



2、各种尖利物品实物及图片若干(剪刀、铁钉、牙签、铅笔、
水果刀、针、玻璃等)

教学过程

一、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然后回答问题并讨论。

情景内容：妈妈和宝宝一起削果，妈妈中途上厕所离开没有
放好水果刀，宝宝好奇拿起刀学妈妈的摸样也削起了果，结
果手被刀给划伤了。

1、刚才小朋友怎么了?(出血了)

2、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了?(被划破了)

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幼儿自由发言)

4、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不要随便去触摸或者玩
一些尖利的物品，或者在使用一些尖利的物品时要知道正确
的使用方法)

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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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弄伤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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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我们受伤，影响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二、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受了伤的伤口。

1、如果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口?
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感染、
化脓。)

2、受伤了怎么办?(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然后涂上
红药水或紫药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



3、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能要伤口沾到水，不能随便
揭掉包布，要按时找老师、医生换药等。)

三、认知与交流：

1、教师：“小朋友说得很好，其实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很尖利
的东西，你们能说一说都有些什么?”

2、教师引导幼儿自由发言生活中常见的尖利物品，并任意出
示几种，请幼儿说说它们的名字和用途。

小结：在我们的生活用品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的
东西有着锋利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帮了我们许多忙。如有了尖尖的笔，我们就可以写较小的字;
有了锋利的剪刀，我们就可以把纸剪成各种形状;有了细细长
长的筷子，能方便我们夹饭菜等。

3、结合课件，进行安全教育：

教师：“这些尖利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可是如果使用不
正确,会使我们受到伤害,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图片。”

(1)请小朋友看看课件上小朋友在做什么?他们这样做对不对?
为什么?

(2)如果是自己，会不会像图上的小朋友一样做这些危险的事
情?

(3)以后自己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教师小结：在使用尖利的物品时，要小心，不能像图片上都
孩子一样，将剪刀随意在自己身上乱剪，也不能在用嘴巴含
着筷子、吸管或吃用小棒串着的食物时走来走去。尖利的物
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儿因为自己年纪还小，



有一些尖利的物品还不能使用，也不要去尝试，更不能当玩
具玩，要远离这些尖利的东西以免我们会受伤，影响我们的
活动和生活，等小朋友长大了，本领变大了，会正确使用这
些东西就会对自己有帮助了。

四、教师：“小朋友真棒，都知道尖利的东西对我们带来的
危害，又说出怎么处理和保护受伤的手，现在老师请小朋友
再来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把贴在把杆上的图片找找有哪样
东西是给我们带来危害的，我们把它给找出来，以后我们见
到时就要特别小心，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危险不容易受伤了，
好吗?”

五、延伸活动：带孩子一起到户外寻找尖利的物品，也可以
建议孩子回家一起和爸爸妈妈在家一起寻找尖利的物品。

教学反思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的目标比较明确，内容的贴近幼儿生活。
不足的是在活动中教师没有能很好的让幼儿理解“尖利”的
特征和含义，在引导幼儿观察回答问题不够深入，比较着急
的说出答案。在课堂的随机性教育也要加强，像有个孩子说
到药也是容易伤害我们的时候，教师不应该局限在活动内容
中急忙反驳幼儿的说法，说药不能伤害人，其实药在无形之
种隐藏的危害也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教师在小结时语言的表
达还不够紧密，活动结束的游戏环节设计应该可以更活跃一
些。教师应在今后的活动设计上要想得更周到，更详细，这
样孩子在活动中掌握的知识会更多，更好。

大班清明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学习使用剪刀、筷子、笔、刀、吸管、游戏棒等物品的正
确方法。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活动准备

若干尖利物品，筷子、剪刀、笔、刀、吸管、游戏棒等

活动过程

一、幼儿观察了解尖利物品，知道名称，了解它的用途

1、在小朋友的桌上摆放着些什么东西？

2、它叫什么名字，在生活中有什么用处？

3、它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4、它们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5、你还知道哪些尖利的物品？

小结

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的东西有着锋利
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帮了我们许
多的忙。但尖利的东西却容易伤人。

二、交流生活中使用尖利物品不当造成伤害的体会



1、你在生活中用过哪些尖利的东西？

2、它有没有对你造成伤害？

3、为什么会弄伤？

使幼儿知道不正确地使用尖利的物品会给我们带来伤害。

三、讨论正确使用尖利物品的方法

1、这些尖利的物品使用不当会伤害我们，那我们应该怎样来
使用它呢？

2、请个别幼儿示范正确的使用方法。

四、教师进行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