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防欺凌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精
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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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
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班防欺凌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一

幼儿特别喜欢玩玩具，可是班里的玩具是远远不够的，经常
发生幼儿相互间抢玩具的事。而且班上玩具种类单一，根本
满足不了幼儿的需要。所以我设计了《玩具大家玩》这节课。

活动目标

1. 能与同伴友好地一起玩，体验与同伴一起玩玩具的快乐情
感。

2. 懂得玩别人玩具前，要先征得别人同意。

3. 懂得爱护玩具。

4. 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 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能与同伴一起玩玩具，学会与朋友一起分享玩具。

教学难点：学会玩别人玩具前要有礼貌的征得别人同意，并



懂得爱护玩具。

活动准备

1. 每人自带一件玩具。

2. 塑料篮子数个。

活动过程

一.介绍交流

1. 每个幼儿介绍自己带来的玩具，边介绍边示范玩法，让其
他幼儿对玩具感兴趣。

2. 幼儿尝试将不同的玩具尽心归类，如电动玩具、长毛玩具
等等。

二.交换玩耍

1. 自由玩耍。

2. 交流玩耍的情况。

----“要玩别人的玩具，哥哥姐姐是怎样对别人说的?”

3. 师生交流一些解玩具的礼貌行为。

----“想玩别人玩具时，应该怎么办?”

想玩别人玩具时，先要礼貌的借，征得对方同意后才能拿，
并要有礼貌的说声谢谢。

----“在玩别人玩具时要爱护好，可不要弄坏了。”



4.幼儿多次交换玩具，大家一起玩。教师表扬能主动交换玩
具并一起玩得孩子。

三.活动结束后把玩具收好，与幼儿一起布置玩具出租屋。

教学反思

我组织的小班活动《玩具大家玩》，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思。

1.《纲要》特别强调幼儿的自主性，通篇体现了尊重幼儿兴
趣、满足幼儿需要的思想。与此同时，《纲要》又十分强调
教师作用的重要性，在第二部分“教育内容与要求”中，
共17次出现了“引导幼儿”、“指导幼儿”或“教育幼儿”
的关键字眼，这充分说明，《纲要》在教育与发展之间仍然
坚持了“既要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又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的观点。

2.我认为这个活动的设计，是充分体现了幼儿的自主兴与教
师的主导作用的。例如：先让幼儿自行玩玩具，在选择自己
喜欢的玩具进行交换。适当的时候教师提醒，点拨。

3.这节课也体现了幼儿教育因地制宜的特点，从幼儿身边的
人和事入手，信手拈来，自然纯朴。

4.这节课最后一个环节设计的玩具出租屋，不仅能提高玩具
的利用价值，还能让孩子懂得要爱惜玩具，分享玩具的道理。

5.不足之处是，教学语言有时小学化，不够亲和力，课堂气
氛不够活跃，不能很好的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在教学时，
不能很好的控制场面，课堂组织不够紧凑。

6.对学生的了解也不够充分，还是出现抢玩具的情况。



小班防欺凌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活动准备：

1、幼儿操作卡片

2、电线若干、插座若干。

活动过程：

1、通过提问，引起幼儿谈话兴趣，启发幼儿讲述电的用途。

(1)天黑了，什么都看不见，这时候我想看书怎么办?

(2)天气非常热，我想在一个凉爽的环境里工作，怎么办?

(3)房间的地毯上落了许多灰尘，我想把它打扫干净，用什
么?

(4)灯、电风扇、空调、吸尘器，要让它们工作起来，都需要
用什么?

(5)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也需要用电?

小结：电有这么多的用处，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方便，我们
在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它了，它是我们的好朋友，但这位朋
友有时候也会发脾气伤人的。

2、请幼儿取出操作卡片，引导幼儿观察、讨论，帮助幼儿了
解安全使用电器的粗浅知识。

(1)提问：这只小熊做得对不对?这样做会怎样?为什么?



出示一段电线，让幼儿观察它的基本结构和作用，让幼儿知
道电线的内层是一根铜线，可以传电，外层是塑料，包裹着
铜线，是保护层，它没有电。如果电线的保护层被损坏，人
们就可能碰到电，电就会给我们带来危险。

(2)提问：这只小兔在干什么?它这样做对不对?会发生什么问
题?

出示一个插座，让幼儿观察插座的基本结构和作用，让幼儿
了解插座内有铜片或是铜丝是带电的，外层是塑料做的盒子，
起保护作用。如果将手或其它东西伸进插孔，接触到铜片，
电就会传到我们身上，伤害我们。

(3)提问：这位小朋友在干什么?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

小结：水是可以传电的，如果将电器放在潮湿的地方使用，
会发生漏电。

3、总结：

电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如果不正确使用电器，就会给
我们带来危险。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用电，还要提醒
周围的人也要安全用电。

教学反思

在本次活动中，让小朋友知道安全用电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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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电线段落在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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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百科：电是一种自然现象，指电荷运动所带来的现象。自
然界的闪电就是电的一种现象。电是像电子和质子这样的亚
原子粒子之间产生的排斥力和吸引力的一种属性。它是自然



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之一。电子运动现象有两种：我们把缺
少电子的原子说为带正电荷，有多余电子的原子说为带负电
荷。

小班防欺凌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活动准备：

1、图片

2、故事

3、儿童剪刀人手一把，画有裙子或汗衫的作业纸每人一张。

活动过程：

1、出示图片。

2、让幼儿说说画面上的物体和讲的事情。

3、幼儿讨论：为什么小孩子不能玩大剪刀?

4、幼儿操作：学妈妈裁衣服。要求幼儿沿着衣服的线条剪，
不用剪刀头对着别人，注意用剪刀时的安全。

附: 不玩大剪刀

妈妈用大剪刀剪花布，给点点做条背带裤。

点点学着妈妈的样子，用大剪刀剪报纸。“哎哟!”点点的小
手被大剪刀咬了一口，流血了。妈妈给点点包扎好伤口，还
对点点说：“不玩大剪刀，要用妈妈给你的安全小剪刀。”



点点用安全小剪刀剪彩色纸，剪了一朵漂亮的窗花。

活动反思：

在活动中教师能给予幼儿充足的、自由的探索的时间和空间，
并创设有利于并能推进活动开展的教育氛围。从活动的效果
来看，活动完成了预期的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
预期的成效，是一次成功的安全教育活动。

小班防欺凌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四

1、胆发挥想象力，用笔表现出自己的想法。

2、了解火的危害。

3、培养幼儿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4、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图片(着火情景、消防车、灭火器、)图画纸、黑色水彩笔、
蜡笔

1、出示着火情景图片讨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2、我们应该怎样办?用笔画出来

3、引导幼儿胆想象。

4、指导幼儿绘画，及绘画工具的使用。

5、讲述自己的作品。

幼儿天生就具有主动探索的.精神，他们有无数的“是什么”和
“为什么”的问题，这就是等待他们发现的“小秘密”。而
教师要做的就是跟孩子一起去发现、去探索、去尝试、去判



断，让孩子们成为活动的主人。

小班防欺凌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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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录像：小纽扣旅行记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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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延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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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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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防欺凌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六

1、知道生活中有许多尖利的东西，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2、了解一些避免尖利物品伤害身体的方法。



3、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4、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1、各种尖利的物品，如笔、剪刀、树枝、筷子等。

2、手偶若干

1、教师讲故事《小猴哭了》。

2、教师出示带有尖头的笔，引导幼儿讨论。

教师：为什么这样的笔碰到小猴的眼睛里，它会大哭？（笔
有一个尖尖的笔头，戳在我们的身体上会觉得痛。有时尖尖
的东西会戳破我们的身体，导致流血。尖利的东西对眼睛的
伤害特别大。）

3、讨论：你们还见过哪些东西是尖尖的？

尖利的东西有很多，如各种刀、树枝的尖头、筷子等，幼儿
每讲一物品教师就拿出一样，放在幼儿的面前。

4、观看手偶表演，比较不同行为的性质。

请幼儿观看手偶表演，每段表演后分别让幼儿讨论：怎样做
才不会让自己受伤害？

情境一：小兔子用画画的笔（笔是细长的）在别人脸上点墨
水。

情境二：小猴在耍弄树枝。

情境三：小兔子一边望着窗外，一边在用剪刀剪纸。

情境四：小鸭用筷子对着老师的眼睛在说话。



5、教师小结教师：首先要用正确的方法使用这些物品；其次
不要拿尖利的物品和同伴哄闹、玩耍；第三，当周围有同伴
在这样哄闹时要提醒他们、并躲开他们活动建议：

幼儿的日常活动中，在幼儿使用这些尖利的物品前，特别提
醒幼儿注意使用的安全性。

提醒家长密切关注幼儿在家的游戏活动，检查家里是否有不
安全的因素，避免这些不安全的因素对幼儿造成伤害。

总的来说，整个活动是成功的，由浅入深，从感知到体验，
使原有经验与新经验之间建立有机联系，让幼儿在互动式、
探究式的教育活动中，自主地、能动地学习，使幼儿从中学
会正确分析情况，避免伤害，遇到紧急情况时会求援，这样，
才能使幼儿更好地掌握自我保护知识。当然也存在不足之处，
在教学中有时出现幼儿的课堂常规稍差，有待加强培养、训
练。

小班防欺凌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七

教学目标：

1、通过亲身体验，懂得火不能玩，有基本的安全知识。

2、初步形成自我保护能力。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教学过程：

饭后散步活动时，波波透过院墙看见焚烧树叶的烟，他大叫
起来：“老师，着火了!”我没有直接理会，而是弯下腰来问



他：“你怎么知道着火了?”我们的交谈吸引了其他幼儿，有
的幼儿呈现紧张表情，有的幼儿紧张大叫(这说明幼儿已有初
步的自护的意识)。为保护幼儿这意识，并在随机中对幼儿进
行安全教育，我立刻蹲下来和幼儿聊了起来：“着火了我们
该怎么办呢?”幼儿的回答是找消防叔叔，打110，甚至有的
幼儿还真的表演起来。“消防电话到底是多少呢?”幼儿的回
答各种各样：有120，有110，就是没有119。

这说明：

(1)平常的安全的教育还是有效的。

(2)实际联系不够，需要在随机教育中加以强化，做到不但有
意识，还能助帮幼儿形成自护能力，尽最大能力离开火源，
找大人寻求帮忙。我立刻在地上用石头写了大大的119，并告
诉幼儿：这是火警电话119。你们还小，当有火灾时，你们要
赶快离开，告诉大人请他们帮忙。

我便带幼儿去观察火源，让幼儿略知火有好处，也有坏处。
看到枯叶还在燃烧并发出很多烟，幼儿的反应还是以为真的
着火了，需要请消防叔叔，打119电话。我进一步引导幼儿观
察：“烧的是什么?为什么烧它?烧了有什么用处?这种火有没
有危害吗?”幼儿七嘴八舌，我相信他们已经明白这种火的意
义。

正好前面有一片枯草被调皮男孩烧掉，我趁势带他们来到此
处观察，“这一大块黑黑的地方怎么了?周围的草漂不漂亮?
柔软不柔软?”引导幼儿明白随意玩火的危害。

回来的路上，还讲了一发生在大哥哥身上的事，由于玩火，
点着了稻草堆，引燃了房屋，最后是在消防叔叔和大人的帮
助下这场火才被扑灭，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我相信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中已经种下了安全意识的种子，使他们明辨是非，
知道什么能玩，什么不能玩，知道如何自护。



教学反思：

家长对幼儿安全用火知识传授得较少。活动从给幼儿介绍火
的用处入手，引导幼儿对火进行了解。然后带动幼儿一起动
手、动脑，逐步让幼儿知道遇到火灾时该怎样灭火、怎样保
护自己。通过活动幼儿对火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知道危险
使用火带来的灾难。简单知道了灭火的一些方法，同时初步
掌握了遇到火灾时的自我保护。孩子对一些事物的认知能力
不强，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方法，可以尽快的提高孩子们对新
事物认识。

小班防欺凌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能随便玩火，并了解火的危害。

2.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有关火的图片、幻灯、故事。

活动过程：

1.教师组织幼儿以火为题展开讨论,讲述火对人类有利的方面
和不利的方面。如火可以照明、取暖，烧水、做饭，火箭、
导弹发射，卫星升天等，(教案出自：幼儿园学习网教案网)



告诉孩子们，我们的一日三餐、出行上班、工农业生产都离
不开火。但是违背了用火的规律，不正确的使用它，它就会
发起脾气来，烧毁财富，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我
们要认识它、驯服它、正确使用它，让它为我们人类更好的
服务。

2.教师介绍火能够发烟、发热、火焰的特征和容易引燃周围
可燃物导致火灾等;举出一次火灾实例，配合图片进一步讨论
火灾对人的危害,引起幼儿对安全用火的注意。

3.介绍灭火逃生的故事，组织幼儿观看有关怎样灭火的幻灯，
教给幼儿一旦发生意外，不要慌不乱，要听老师的指挥，要
低下身子，用湿毛巾捂住鼻子排队按顺序疏散，以防烟雾呛
人，发生窒息，防止挤伤、踩伤等。

活动反思：

通过系列的消防活动，孩子们了解了火的用途和危害，知道
不能玩火。而且还了解一些灭火和逃生的方法。在幼儿园的
防火演习活动中，幼儿听到紧急哨声，动作迅速的用手或布
捂住嘴，蹲着或爬着在老师带领下迅速逃离现场。幼儿没有
慌张和不知所措能在老师引导下迅速离开现场，说明幼儿通
过学习有了一定的经验，并掌握了一些逃生的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