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求救号码安全教案(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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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求救号码安全教案篇一

1、理解故事内容，学讲故事的情节。

2、知道有关的常识：火警、匪警等。

3、赞扬小老鼠帮助老人，知道帮助他人是很好的'。

【活动准备】

故事中角色纸偶：老鼠、老爷爷、消防队员、警察、医生。

【活动指导】

1、丰富幼儿的有关常识，进行谈话：

“如果着火了应该怎么办？”“火势大了应该找谁灭
火？”“怎样给消防队员打电话？”洗一说灭火的一般常识，
介绍消防队和消防车，告诉幼儿怎样打火警电话（出示火警
电话119）。

“如果有坏人来抢劫怎么办？”“请谁来保护我们？”“怎
样打匪警电话？”说一说对付坏人的一些常识，介绍警察的
职能，告诉幼儿怎样打匪警电话（出示匪警电话110）。

2、引起听故事的兴趣：“你们知道小老鼠吗？听说过小老鼠
会打电话吗？现在就讲一个小老鼠打电活的故事。”



教师告诉故事名字，讲故事给幼儿听。讲完后让幼儿回
忆：“故事里有准？”

3、出示纸偶“老鼠”，以老鼠的口吻说：“我是这只打电话
的老鼠，你们喜欢听我的故事吗？这回听故事要把我的事记
下来，我打了几次电话，每次是给谁打的？结果怎么样？”

教师操纵故事的角色纸偶，边演示边讲故事。

4、讲完故事后，教师操纵老鼠纸偶提问，在问答的过程中教
幼儿复讲故事：

“小朋友，我是怎样学会打电话的？”复讲第1、2段。

“我第一次打电话打到哪里去了？结果怎么样？”复讲
第3—7段。

“我第二次打电话打到哪里去了？结果怎么样？”复讲
第8—10段。

“我第三次给哪里打电话？为什么打电话？结果怎么样？”
复讲第1l段至完。

5、带领幼儿复讲故事。

附故事《紧急电话》

在一座房子里，住着一位老爷爷，墙角的地洞里，还住着一
只小老鼠。

白天，老爷爷在房间里写书，写着写着，又拿起电话筒，拔
了向个号码，接着，便对话筒说开了话。这一些，都让藏在
墙角的小老鼠看见了，他想：打电话一定挺好玩。



夜里，老爷爷睡觉去了，小老鼠跑出来，跳到桌子上，也去
打电话。

“喂，你是哪里？”哈哈，电话里真的说话了！小老鼠高兴
得赶快把嘴贴近了话筒。

“我，我是——嘻嘻！”小老鼠一边乐一边报自己的住址。
说完，他赶快挂上了电话，心却在“扑通、扑通”地跳。

一会儿，“呜一呜一呜”，街上响起了刺耳的嗽叭声，好几
辆救火的红汽车开到老爷爷的房子前停住了。原来，小老鼠
把电话打到了消防队。

老爷爷被惊醒了，他揉揉眼睛生气地说：“我家没有着
火！”消防队的人说：“那你为什么乱打电话？”老爷爷说：
“我没有打电话。”消防队的人又批评了老爷爷几句，猛一
踩油门，把汽车开走了。

小老鼠见老爷爷又上床睡觉去了，他想：我再打个电话试试。
这回，小老鼠没等电话里问话，就先报了自己的地址，说完，
又赶快挂上电话，逃回了地洞里。

一会儿，街上又响起了“嘟嘟嘟”的声音，好几辆绿色摩托
车一下包围了老爷爷的房子，车上跳下许多带抢的警察，小
老鼠怎么也没想到，这回，他把电话打到了公安局。

刚睡着的老爷爷又被吵醒了，他大发脾气：“怎么不让我好
好睡觉。我家没有丢东西！”警察说：“那你为什么乱打电
话？”老爷爷说：“我没有打电话。”警察批评了老爷爷几
句，也开着车走了。

老爷爷挨了两次批评，心里觉得奇怪，可又不明白是怎么回
事。他想了又想，便把电话抱到枕头边，才气哼哼地又睡觉
了。



小老鼠见老爷爷挨了两次批评，又把电话抱到枕头边，心里
很难过，他不再去打扰老爷爷了，就跳到桌子上，翻开电话
号码簿，一页一页地看了起来。

好多天过去了，谁也没再打扰老爷爷睡觉，老爷爷真高兴。
好多天过去了，小老鼠把电话簿看了好几遍，记住了许多电
话号码。

有一天夜里，老爷爷突然犯了病，“呼呼”直喘气，嘴里还
吐着白沫。小老鼠看见了，他顾不得多想，一下从桌子上跳
到老爷爷的枕头边，勇敢地抓起电话，向急救站打了紧急电
话。

一会儿“叮铃，叮铃”，一辆白色救护车开来把老爷爷接到
了医院。医生给老爷爷打针、吃药、很快治好了老爷爷的病，
又把老爷爷送回家里。

医生说：“那天，幸亏有人打了电话，要不，你就危险
了！”

老爷爷听着，一边点头，一边感谢医生。可是心里却直纳闷，
便自言自语地说：“这到底是谁打的电话呢？”

小老鼠见老爷爷回来了，特别高兴，他听见说的话，又偷偷
地笑了。他想：“以前打电话玩，打扰了老爷爷睡觉，今天
做了点好事，干嘛要让老爷爷知道呢！想到这里，小老鼠一
捂嘴巴，“嗤”，笑了。

大班求救号码安全教案篇二

了解几个常用的急救电话，知道遇到危险时使用紧急求助电
话。



通过讨论，了解使用紧急电话应注意的事项。

活动准备

女孩和爷爷手偶。

玩具电话。

活动过程

学习领域：

形式：集体

2、出示女孩和爷爷手偶，讲述故事《怎么办》：

珊珊今年5岁，平时白天只有爷爷和她在家，爸爸妈妈要晚上
才回家。一天下午，爷爷和珊珊在一起玩积木时，爷爷突然
感到很不舒服，珊珊立刻打电话找爸爸妈妈，可是他们的电
话都没有人接听。（请幼儿想一想，如果他是珊珊，会怎么
做？）珊珊心里很害怕，这时她想起了老师的话：“当遇到
危险时，可以打110请警察来帮忙。”于是珊珊立刻打电话求
助。打了电话后，珊珊安慰爷爷说：“爷爷，你不要怕，我
叫警察和救护员来救您。”一会儿，救护车来了，把爷爷送
到了医院。一位警察阿姨还帮珊珊找到了爸爸妈妈，他们也
来到医院探望爷爷。爸爸妈妈和警察阿姨都称赞珊珊是个勇
敢、聪明的孩子。

3、向幼儿提问：

珊珊为什么要打“110”？（因为爷爷突然感到很不舒服，打
电话又找不到爸爸妈妈，于是打“110”求助。）

如果你是珊珊，你会怎么做？（自由回答。）



遇到有人生病的紧急情况，打“110”还是“120”更合适呢？
（120。）

为什么爸爸妈妈和警察都称赞珊珊？（因为珊珊会找人来救
爷爷，并会安慰爷爷。）

什么时候才可以用紧急求助电话？（在紧急的情况下，例如
遇到坏人、发生火灾、交通事故、急病等。）

我们可以随便使用紧急求助电话吗？为什么？（不可以，因
为这样会妨碍警方处理紧急事故，延误有真正需要的市民向
警方求助。）

5、幼儿两人一组，分别扮演珊珊和接线员，进行对话游戏。

活动评价

能说出常用的紧急求助电话号码及其用途（110、120、119）。

能回答有关故事的问题。

活动建议：

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常用的紧急电话号码及其用途布置在环
境中，加深幼儿的理解与认识。

大班求救号码安全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及其作用。

2、了解使用这些特殊的电话号码的具体情况。



3、具备初步的自救意识。

重点：知道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及其作用

难点：具体使用这些特殊的电话号码

活动准备：

1.写有“110”、“119”、“120”、“114”等电话号码的
图片。

2.画有警察和警车、医生与救护车、__员与消防车的图片若
干，电话或手机1部。幼儿用书：《紧急电话》。

活动过程：

1.教师通过提问创设情境，引起幼儿兴趣。

请幼儿现场打电话给家里熟悉的人。

教师：有一些特殊的电话号码，它们是很有用的，你们知道
有哪些吗?(幼儿自由讲述)

2.教师指导幼儿认识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知道它们的用途
及其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教师出示写有“110”的图片，引导幼儿认识。

依次出示“120”、“119”等电话号码的图片，指导幼儿了
解它们的作用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及其活动，并知道这些人
员的活动与人们关系。

请幼儿看幼儿用书进一步了解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

3.游戏“怎么办，做什么”。



教师：现在我们来玩个游戏，看谁说得好。这儿有一些图片，
我们看看图片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打什么电话帮助他
们解决呢?谁出现了?他们来做什么?(游戏可进行多次)

幼儿分别扮演需要帮助的人及警察、医生、接线员等，进一
步熟悉几种特殊电话号码及其相关人员的活动。

大班求救号码安全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能说出几种紧急的电话号码，知道它们的用途。

2.学习正确使用紧急的电话号码，知道紧急的电话号码是在
紧急情况下使用。

3.感知紧急的电话号码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活动准备：

1.自制白板课件。

2.幼儿操作材料：110、120、119号码牌和图片若干；底板16
张。

3.《夺宝熊兵》大电影片段。

活动过程：

（一）《夺宝熊兵》大电影片段导入，引起幼儿兴趣

1.师：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是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
请看!



2.师：刚才的视频里发生了什么事？谁去救她了呢？

3.森林里的熊大和熊二在去救嘟嘟的路上被卡住了，来听听
它们说了什么？

1.讨论紧急的电话号码119。

情景一：出发去救嘟嘟，在熊出没的森林里遇到大火。

师：森林里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求助谁来救火？

师：那我们一起打电话吧。

2.讨论紧急的电话号码110。

情境二：到了m公司，老板在睡觉，怎么办？

师：消防员叔叔本事真大，一下子就把火灭了。我们可以通
过森林继续出发咯。

师：坏老板把嘟嘟抓进了m公司后在干什么呢？应该求助谁
来抓坏老板?

师：那我们一起打电话吧。

3.讨论特殊的电话号码120。

情境三：进入m公司，发现嘟嘟受伤了，怎么办？

师：耶！坏老板被抓走咯，我们快找找嘟嘟在哪儿？应该求
助谁来救嘟嘟?

师：那我们一起打电话吧。

4.教师小结：在拨打紧急电话号码时，一定要跟对方说清楚



事情发生的地点在哪里。

（三）巩固学习紧急电话号码的正确使用方法，知道紧急电
话号码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

1.幼儿通过闯关游戏巩固学习紧急电话号码的正确使用方式。

第一关：请问119、120、110，分别是哪里的电话号码？

第二关：请问这三张图片分别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拨打哪个
电话号码？

第三关：请小朋友看清楚图片上的内容，然后分别拨打紧急
的电话号码。

2.教师小结：这三个电话号码是在发生紧急情况或需要紧急
求助的时候拨打的电话。比如说遇到火灾或突然有人受伤或
遇到小偷等一些危险的紧急的事情就可以拨打这些紧急电话。
但是没有发生紧急事情的时候是不可以拨打的，如果随便打
的话，要被警察叔叔抓起来的。

（四）幼儿分组制作紧急电话号码的海报，感知紧急电话号
码与我们的生活的关系

1.教师讲解“紧急的电话号码”海报制作方法，利用白板进
行演示。

2.幼儿制作“紧急的电话号码”海报。

3.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制的海报。

（五）活动延伸

幼儿拿着宣传海报去小班介绍。



大班求救号码安全教案篇五

《求救号码》

1、培养幼儿一些简单的消防知识，知道着火要打电话"119"、
碰到劫匪打电话"110"、有人生病打电话"120"。

2、向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增进幼儿安全防火意识

3、让幼儿知道如发生火灾等事件该如何逃离，具备初步的自
救意识

魔术箱、各种汽车、儿歌、图片

一、预备活动

1、用变魔术的方法出示图片，并引起幼儿兴趣。

教师：小朋友，今天我带来了一个魔术箱，让我来变一个魔
术，看看变出来些什么?"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教师小结：公共汽车是座人的，警车是抓人的，救护车是救
人的，消防车是灭火的。

2、通过故事让幼儿进一步了解一人在家不能玩火。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一人在家不能玩火，万一着火的话要拨
打电话"119"，记住要说清楚你的家庭住址，住在那一条路，
几幢几号。(110、120同上)

二、感知理解活动

1、教师指导幼儿认识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知道它们的用途
及其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教师出示写有"110"的图片，引导幼儿认识。(警车)

依次出示"120"、"119"等电话号码的图片，指导幼儿了解它
们的作用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及其活动，并知道这些人员的
活动与人们关系。

三、游戏活动

游戏"怎么办，做什么"。

教师：现在我们来玩个游戏，看谁说得好。这儿有一些图片，
我们看看图片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打什么电话帮助他
们解决呢?谁出现了?他们来做什么?(游戏可进行多次)

幼儿分别扮演需要帮助的人及警察、医生、消防员等，进一
步熟悉几种特殊电话号码及其相关人员的活动。

"119，我知道，看到着火我报告。消防队员来得快，生命财
产才能保。

120，我知道，有人生病它快到。急病就要抢时间，治好病人
开口笑。

110，我知道，发现坏人快报告。警察叔叔来得快，坏人个个
跑不掉"。

特殊电话真不少，小朋友们要记牢，遇到危险别惊慌，打准
电话来报告。

四、活动小结

1、通过这次安全教育课，我们学会了什么?

2、生命成可贵，安全价更高。火灾防患于未然，只有懂得如
何去防范才能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更加安全。希望通过这次的



防火安全教育课能让我们大四班的孩子们提高安全警惕，增
强防火意识，掌握防火自救技能，消防意识永留心间。

1、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这次教学活动中，我首先从幼儿常
见的家庭电话引入，激起了幼儿想求知的欲望，从而引出了
特殊的电话号码“110”“119”“120”

2、在引导幼儿观察情境图片后，我运用了情景表演的方式让
幼儿学习拨打“110”“119”“120”电话进行求救的正确方
法。

3、在幼儿掌握了用电话进行求救的正确方法后，我安排了匹
配游戏：这些电话号码什么时候用。全班小朋友热情高涨，
兴趣很浓，都积极地参与到游戏当中，乐于表现自己。使本
节课所学的知识得到强化，达到了教学活动目标。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我充分考虑到了幼儿的学习特点，注意
教学内容的综合性、趣味性、寓教于生活和游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