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安全课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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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安全课教案篇一

1、让幼儿知道汽车、行人在马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听从红
绿灯的指挥。

2、能较灵敏地根据信号做动作。

3、体验模仿游戏的快乐。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玩具小汽车、拟人化的红灯、绿灯、黄灯各一个，电视
机、dvd各一。

导入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几张好看的图片，想不想
看?(想)

1、播放图片(红灯、绿灯)幼儿观察

提问：

(1)看到了什么?(幼儿自由回答)



(2)在哪里见过红绿灯?(幼儿自由回答)

2、播放(等红灯)图片幼儿继续观察图片

师：红灯亮了停一停

3、播放(绿灯行人走)图片幼儿观察

师小结：红、绿灯是指挥交通的，告诉我们红灯亮了停，绿
灯亮了行，是让我们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没有红绿灯，汽车
通过十字路口时就很乱，容易发生危险，我们按交通规则行
走才会安全的。(引出自制红绿黄灯教具)

师;老师这里也有红、绿、黄灯，小朋友想不想看?(想)

4、出示(自制教具)找个别幼儿说出红、绿灯的作用

师：我的还有一盏黄灯呢，谁知道黄灯是告诉我们什么呀?师
引导说出黄灯的作用。

5、小游戏：“开汽车”

找个别幼儿模仿“开车”，师分别出示红、绿、黄灯。(分组
进行)

引出玩具小汽车，师唱出：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
嘟嘟……

师：是谁在唱歌?假装找一找

6、出示玩具小汽车、十字路口背景图

师：滴滴，滴滴，什么声音啊?我来找一找

(1、)师边演示边表演：(出示玩具小汽车)



(2、)提问个别幼儿：

(1)红灯眨眼睛是告诉我们什么?绿灯眨眼睛又是告诉我们什
么呢?

(2)如果没有红绿灯会怎么样?

(3)小汽车不认识红绿灯这样在马路上开行不行啊?

7、游戏：红绿灯听口令

请幼儿做开车状，教师交替出示“红灯”、“绿灯”“行
人”的信号牌，幼儿据此做出相应的动作。

8、小结

小汽车开了一天它累了要回家了。小朋友们我们开车也累了，
我们也休息一会吧?(好)

9、活动延伸：和家长过马路时注意观察红绿灯。

本次活动和幼儿的生活有很大的联系，在导入时我采用巧虎
的一段视频《我会看红绿灯》，幼儿能认真的观看视频，了
解了巧虎过马路的经历，并能结合幼儿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讨
论，幼儿的兴趣很浓厚。分析我班幼儿知识的实际掌握情况，
他们对“红灯停，绿灯行” “行人要走人行道”的规则已经
掌握的非常好了，于是，我决定把重点放在看信号灯过马路，
具有初步的保护意识等，并把此融入到游戏之中，让幼儿在
游戏中愉悦性情。活动开始，我就以“小司机”的身份导入：
“嘀嘀嘀，我是汽车小司机，请问你到哪里去？”走到一个
小朋友的面前，如果他说出一个地名，就请他上车，游戏继
续进行。当出现一辆长长的汽车的时候，我有突然出示一
个“红灯”的牌子，“呀，这是什么呀？我们应该怎么做
呀？”小朋友们纷纷说：“红灯停，红灯停！”“那什么时



候才能走呢？”“等绿灯亮的时候。”“那让我们来倒记时
吧，十、九、八、……”等“十”到的时候，“绿灯”出现，
游戏继续进行。有趣的游戏，紧紧地抓住了幼儿的注意力。
在游戏中，幼儿掌握了听信号做动作的要领。接着，我又换
一种游戏的形式，让每个小朋友开一辆小车，这个游戏的要
求就是：“不能跟其他车子撞，懂得保护自己。”游戏中，
孩子们小心翼翼的开着自己的小车，绕着活动室，顺着一个
方向开，不追不抢，俨然是一个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小司
机”。应该说，本次活动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也让我领
会到，上任何课，都不能生搬硬抄，要结合本班幼儿的生活
经验，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

幼儿园安全课教案篇二

1、初步明白在生活、活动中容易发生危险的事，懂得避免的
危险的简单方法。

2、明白不做危险的.事情，有初步的安全知识。

1、教学挂图：《十只小猫》。

2、36k卡纸，水彩笔若干。

1、听《十只小猫》的故事，初步明白在生活、活动中容易发
生的事情。

教师出示挂图讲故事。

教师：这些小猫都做了些什么事情？结果怎样样？

2、说说自己在生活、活动中发生或遇到过的危险的事情，讨
论避免这些危险事情的简单的方法。

教师：你以前受过伤吗？



3、寻找危险的东西

教师和幼儿一齐找找班上或者活动区存在危险的东西，如插
座、电源开关……

引导幼儿怎样样去比开它们，不让自己受伤。

4、为危险的地方帖标志。

讨论：有什么办法能提醒我们大家在这些地方要注意呢？

确立制作标志的资料，如红点、大红叉叉等。

幼儿制作标志。

教师和幼儿一齐在容易危险的地方帖上做的标志。

幼儿园安全课教案篇三

1、教育孩子们学习如何防止闪电。

2.锻炼孩子判断和想象事物的能力，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

3.通过表演游戏的形式，孩子们可以在游戏中学习，在学习
中感受活动的乐趣，更快更好地掌握安全知识。

1、材料准备：

1）录音机和磁带。

2）模拟一棵大树。

3）一根模拟电杆和一根电线。

4）模拟房屋。



5）将银色包装纸切成细条。

6）兔子头饰（多个）。

7）一个篮子。

8）音乐“海中之鱼”

9）自编童谣《安全防雷》

2.知识和经验准备：

了解情景表演中的小角色。

1、今天，孩子们邀请我们去他家。我们现在走吧。

2.避免雷雨和闪电。

1）就在路上，突然传来一阵雷雨和闪电声（用录音机播放音
乐）ldquo孩子们，下雨打雷了，赶快躲起来，仔细观察孩子
们躲在哪里。

2）雨停了，继续走，来到家坐下，他的母亲热情款待我们。

3.在避免雷雨和闪电的现场提问：

1）刚才我们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

2）今天小可爱遇到了和我们一样的'事情。现在，让我们看
看他是怎么做到的，好吗？

4.观看如何保护的课件



幼儿园安全课教案篇四

我们一年一度的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大家都知道燃放烟花爆
竹是我国传统的民间风俗习惯。但是在燃放烟花爆竹的过程
中我们应该让幼儿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冬季干燥是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孩子们要有较强的
防火意识。

第二：燃放烟花爆竹存在一定的不安全，要让幼儿知道燃放
烟花爆竹的安全常识，做到能够自我保护。通过这两点的了
解减少不必要的隐患。

一、让幼儿了解燃放烟花爆竹是我们国家传统的民间风俗习
惯，也是表达人们喜悦的`心情，营造欢乐的氛围。一般是在
庆典，重大喜事，节日时然饭烟花爆竹。

二、让幼儿知道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常识，增强自我保护的
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孩子知道一般什么时候燃放烟花爆竹，知
道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常识。

一、画有在多个地方燃放烟花爆竹及燃放烟花爆竹燃放方法
的挂图。

二、录有热闹庆典，节日的录像带。

三、烟花鞭炮。

一、引导幼儿观察热闹庆典，节日的录像。

教师引导：“燃放烟花爆竹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一项
很有特色的娱乐活动。人们除了辞旧迎新在春节，元旦燃放



烟花爆竹外，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比如国庆节，元宵
节和婚嫁，，建房开业等，都喜欢燃放烟花爆竹以示庆
贺。”引导幼儿说一说大年夜燃放烟花爆竹的情景，说一说
自己燃放烟花爆竹的经历。

二、教师引导：“逢年过节，小朋友都喜欢快快乐乐地燃放
烟花爆竹。可是，如果不注意安全，快乐就会变成痛苦。”

请幼儿观察燃放烟花爆竹的挂图，说说挂图中的小朋友在做
什么，图中的小朋友为什么会受伤；火灾是怎么引发的，人
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多大的损伤。

三、在挂图中那些地方燃放烟花爆竹是不对的那些是可以的，
那些是正确的燃放方法那些是不正确的，并说出简单的理由。

四、教师以“健康博士”的身份，与幼儿共同交流燃放烟花
爆竹时应该怎样做才能保证安全。

五、教师带领幼儿到户外做游戏“放鞭炮”。

幼儿园安全课教案篇五

1、了解受伤的痛苦。

2、知道玩游戏时要注意安全。

3、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受伤的娃娃(在布娃娃额头、脸颊、手、膝盖等处贴上创可
贴)。



知道玩滑滑梯是要遵守规则，产生规则意识。

一、教师出示娃娃，以娃娃的口吻讲述自己“受伤”经历。

(1)引导幼儿观察娃娃。“咦!娃娃的身上贴的是什么呀?”

“为什么娃娃的身上会有这么多的创可贴呢?”

(2)娃娃讲述“受伤”经历。

娃娃：都怪我不好，游戏的时候总是不注意安全，所以就变
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头上是因为玩滑梯的时候我头朝下滑，
结构磕破了头，贴上了这个创可贴;手上和脚上，是因为我在
跑的时候，眼睛没看着前面的路，结构让一块小石子给绊倒
了，擦破了皮，贴上了这两个创可贴。现在，我看上去就像
是一个创可贴娃娃，又难看又难受，而且还不能和其他的娃
娃一起做游戏，因为我一动，这些贴着创可贴的地方就会很
痛。(娃娃动一下胳膊)哎哟!好痛。

二、引导幼儿围绕娃娃受伤经历谈话

(1)娃娃的头上为什么要贴创可贴?我们应该怎么玩滑梯(坐在
滑梯上，双手扶住两边的扶手)

(2)娃娃受伤、膝盖上为什么要贴创可贴?我们跑步的时候眼
睛要看哪里?

三、拓展谈话内容;结合幼儿的实际生活，谈谈游戏时该如何
注意安全?

娃娃：小朋友们，你们身上怎么没有创可贴啊?你们是怎么玩
摇椅的`?请你们告诉我。

四、到户外玩游戏。



幼儿游戏，教师手持创可贴检查幼儿活动情况，提醒幼儿注
意安全。

1.安全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提高安全教
育的有效时，帮助幼儿形成自我保护的意识，教师需要开展
多种形式的安全教育。

2.关注幼儿已有的经验，通过分享和讨论促进互动交流。

3.利用游戏加深印象。

4.安全教育需要坚持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