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安全教育防踩踏教案与反思
总结(优秀5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大班安全教育防踩踏教案与反思总结篇一

为检验幼儿园防踩踏的事故应急预案效果，进一步做好幼儿
防踩踏教育，我园决定开展防踩踏应急疏散演练，具体方案
如下：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总指挥：赵__

副总指挥：王__

成 员：王__

张__

1)办公室：负责对房屋倒塌安全事故应急信息接受、核实、
处理、通报、报告。掌握房屋倒塌安全事故情况。做好现场
拍照，详细记录事故现场原貌。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
证。

2)保安：负责拉响警铃、计时。



3)各班老师：各班老师负责疏散幼儿后应及时清点人数，报
告领导小组，排查遗漏幼儿。

4)保健老师：伤病救助，发生事故后，有伤病幼儿的，应及
时拨打医警：120 ，将伤病人员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5)安全管理人：组织有后勤人员对事故发生地进行抢救和支
援;协助做好对预案实施工作，后勤保障工作，以及抢险准备
保障工作。

6)各楼梯值班人员：组织各班幼儿疏散到安全地带。

旧教学楼：西楼梯：贺平、王燕;东楼梯：赵俊香、张爱君、
马素平

7)应急响应期间，全体人员在职在位，领导小组成员，及办
公室成员，24小时保持通信畅通。

二、疏散路线：

疏散次序：大一班、大二班、大三班、大四班直接从旧教学
楼东出口疏散，大五班、大六班、中三班、中四班从东楼梯
疏散下来到一楼旧教学楼东出口疏散，中一班、中二班、中
五班、中六班从旧教学楼西楼梯口下来，从新教学楼北出口
出。

三、疏散要求与注意事项：

1、听到幼儿园发出的警报声后，全园师生立即快速、安全进
行疏散，不能再收拾物品。

2、疏散集合地点：全部幼儿在操场集中。

3、疏散顺序：教师指挥幼儿按计划安排依次快速、安全下楼，
不能抢先下楼，以免发生拥挤践踏事故。



4、疏散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伤害，首先进行简单救助，为伤
员包扎伤口，然后安排专人进行护理并送到医院救治。

四、应急结束：

(1)由安全领导小组组长赵园长决定宣布应急结束，预案圆满
完成 。

(2)安全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召开总结工作会议，总结本次预案
的不足之处及需完善的地方。

大班安全教育防踩踏教案与反思总结篇二

1、了解火的基本知识和安全反火常识，知道用火不当会给人
们带来灾难，做到不随便玩火。

2、认识常用的安全反火标志，并能根据自己已有经验设计制
作安全标志。

3、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1、大张的常用安全反火标志图，火柴一盒。

2、幼儿用的小标志若干。

3、白纸、油画棒或水彩笔等若干。

(一)、擦燃火柴，引出话题：

请幼儿分组以"火"为主题进行讨论后，由小组代表讲述讨论
结果。



(二)、自制幼儿参观安全反火标志栏。

让幼儿一边看一边讨论标志内容、作用、在什么场合出现等。

(三)、识标志竞赛：

将幼儿分成四组，教师做主持，竞赛内容如下：

1、说出标志名称;幼儿人手一份小标志图，要求幼儿看图说
出标志名称;2、给图片贴标志：让幼儿根据出事的图片内容，
选择响应的"严禁烟火"、"当心火灾"、"安全出口"等标志图
贴上各组可抢答，答对者奖红旗一面，以红旗多的一组为
胜;3、宣布小姐或奖情况。

(四)、设计制作安全标记：

1、请幼儿以小组为单位，帮助幼儿园设计制作安全标记。

2、教师观察知道，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五)、活动延伸：

请幼儿将自己设计制作的安全标记，贴在幼儿园的`相应位置，
也可与教师一起布置成标志展览，让幼儿互相交流讲述标志
的名称、内容、作用等。

总观这堂课，我个人觉得我抓住了本课的教学目标，对教材
内容也做了正确处理，教学设计板块清晰，发挥了小组合作
的有效性，但还存在很多细节问题。

大班安全教育防踩踏教案与反思总结篇三

1、了解踩踏事件产生的原因。



2、懂得怎样预防踩踏事件的产生。

3、遇到踩踏事件中的伤者怎么办。

开场白：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学会避免踩踏事故的'相关知识，来保护自
己和他人。

1、踩踏事件产生的原因。

2、怎样预防踩踏事件的产生？

3、遇到踩踏事件中的伤者怎么办？

4、怎样面对学校踩踏事件？

学生发言，同学指正补充。

最后教师明确如下内容：

可能导致踩踏事故的原因

人群较为集中时，前面有人摔倒，后面人未留意，没有止步。

人群受到惊吓，产生恐慌，如听到爆炸声、枪声，出现惊慌
失措的失控局面，在无组织无目的的逃生中，相互拥挤踩踏。

人群因过于激动（兴奋、愤怒等）而出现—，易发生踩踏。

因好奇心驱使，专门找人多拥挤处去探索究竟，造成不必要
的人员集中而踩踏。

预防踩踏发生



要时刻保持冷静，提高警惕，尽量不要受周围环境影响。

要事前熟悉所管辖范围内所有的安全出口，同时要保障安全
出口处的畅通无阻。

当身不由己混入混乱人群中时，一定要双脚站稳，抓住身边
一件牢固物体。

安全脱险

在行进中，发现慌乱人群向自己方向涌来，应快速躲到一旁，
或蹲在附近的墙角下，等人群过去后再离开。

在拥挤混乱的情况下，双脚站稳，抓住身边一件牢固物体
（栏杆或柱子），但要远离店铺和柜台的玻璃窗。

在人群拥挤中前进时，要用一只手紧握另一手腕，手肘撑开，
平放于胸前，微微向前弯腰，形成一定空间，以保持呼吸道
通畅。

当带着孩子遭遇拥挤的人群时，把孩子抱起来，避免其在混
乱中被踩伤。

一旦被人挤倒在地，设法使身体蜷缩成球状，双手紧扣置于
颈后，保护好头、颈、胸、腹部。

遭遇拥挤的人流时，一定不要采用体位前倾或者低重心的姿
势，即便鞋子被踩掉，也不要贸然弯腰提鞋或系鞋带。

遇到伤者怎么办？

1。拥挤踩踏事故发生后，一方面赶快报警，等待救援，另一
方面，在医务人员到达现场前，要抓紧时间用科学的方法开
展自救和互救。



2。在救治中，要遵循先救重伤者、老人、儿童及妇女的原则。
判断伤势的依据有：神志不清、呼之不应者伤势较重；脉搏
急促而乏力者伤势较重；血压下降、瞳孔放大者伤势较重；
有明显外伤，血流不止者伤势较重。

3。当发现伤者呼吸、心跳停止时，要赶快做人工呼吸，辅之
以胸外按压。

大班安全教育防踩踏教案与反思总结篇四

现今的生活中潜藏着许多难以预测的危险，时时刻刻威胁着
我们的孩子。孩子在生活和游戏中，也常常由于缺乏对危险
的预见及应变能力而导致身心受到伤害。如何帮助孩子了解
意外发生的原因，认识潜在的危险，教导他们处变不惊，勇
敢冷静的面对突发状况，及采取相应对策。避免伤害事故发
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由此，主题活动保护自己孕育而生并
有目的地展开。

我们设计组织的'你学会了吗？这一教学活动，旨在从幼儿具
体生活事件着手，调动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把情感、认知、
行为、能力的培养统一起来，以儿童积极体验为中心，将教
育过程的知识性、趣味性、情景性和活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发挥儿童学习的主体性，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首先，引导幼儿将日常社会生活常发生的具体事件进行分类。
知道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会迅速求助相关部门。再利用游戏、
情景表演等幼儿感兴趣的方式，学习拨打110、120、119电话
进行求救的正确方法。最后再通过演习的方式，让幼儿亲身
体验并学用一些自我保护的技能。锻炼幼儿面临意外事件时
的快速反应能力。从而提高幼儿安全意识，达到学会生存技
能的目的。

1、通过活动让幼儿学会一些简单的自救本领。



2、学会如何正确拨打110、120、119电话进行求助。

3、培养幼儿面对危险保持镇定的勇气及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初步懂得做事要小心，遇到意外不慌张，并设法解决。

1、各种有关意外事件不同内容的小图卡若干，录象机、电视
机各一台。

2、有关保护自己的主题环境创设：墙壁上画
有110、119、120的标志栏目。

3、记录卡、铅笔若干，毛巾、水等；玩具电话两部；用纸箱
做的110、119、120车各一台；报警器一部。

一、幼儿自由观看图卡，讲述及分类活动。

1、老师和幼儿一起观看四周小图卡，提出问题：图片中发生
了什么事情？

2、幼儿与同伴、与老师讨论相关内容及解决方法。

3、请幼儿根据自己的判断将图卡贴在墙上110、119、120警
示圈内。

4、老师与幼儿共同交流、小结。

二、学习辨别判断突发事件，知道发生时会迅速地求助相关
部门。

1、游戏快速反应选号码。老师讲解游戏要求：根据录象播放
的事件内容及顺序，在色卡上写上相应的电话号码。



2、播放录象，幼儿快速判断、记录。

3、老师与幼儿共同评议。

三、学习拨打求助电话的方法。

1、幼儿自由讨论，明确拨打求助电话的正确方法并进行练习。

2、老师与幼儿共同进行情景表演，加深印象并提高相应技能。

1）设置110、119、120监控中心。

2）设计家中火警、某公园老人晕倒、小偷行窃、街头诱拐儿
童等情景。幼儿扮演相应角色，并正确报警、出警。

四、消防演习1、警报响起，幼儿选择各种自救方法。（用湿
毛巾捂住鼻子，弯腰低身走疏散通道等。）2、幼儿在老师的
指导下有序而快速地下楼梯、逃离火区。

大班安全教育防踩踏教案与反思总结篇五

1、简单了解蚊虫的生活习性以及对人类的危害。

2、通过迁移生活经验获得一些防止蚊虫叮咬的自我保护方法。

3、提高环保意识知道保持自己周围生活环境的干净整洁。

4、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5、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1、苍蝇蚊子的图片2、各种防止蚊虫叮咬的物品。

活动过程：



1、出示蚊子苍蝇图片，引出主题师：你们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谁?

师：你喜欢他们吗?为什么?

师：请幼儿谈谈被蚊虫叮咬后的感受。

师：总结它们都是害虫，它们会吸我们的血，还会传播疾病。
引导幼儿观察蚊子前端的细血管，苍蝇脚上的细绒毛。

二、通过提问引导幼儿讨论如何防止蚊虫叮咬以及被蚊虫叮
咬后的处理方法。

师：可以请幼儿展示自己带来的物品讲解使用方法以及功效。

师：如果被蚊虫叮咬后，该怎么办?

如果被蚊子咬了，可以涂花露水风油精，清凉油等逐一使用
时眼睛，食品要放在蚊虫叮咬不到的地方，苍蝇或者蚊子定
要过的.食物最好不要食用。如果被有毒蚊虫叮咬后应及时去
医院。

三、通过简单讨论了解蚊虫的生活习性，知道要保持环境卫
生。

师：你知道蚊虫最喜欢生活在哪里吗?

师：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消灭更多的蚊虫呢?

四、游戏"打蚊子"播放音乐《野蜂之舞》引导幼儿随着音乐
旋律学蚊子在空中飞舞以及表演打蚊子的动作。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应提供给幼儿更多发言的机会，扩大
幼儿的思维空间，让幼儿回答问题能够更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