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安全教育反思大班 幼儿园
安全教育教案与反思(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安全教育反思大班篇一

1、 学习儿歌《上下楼梯歌》，让幼儿了解上下楼梯的正确
方法。

2、初步树立幼儿生活中的安全意识，并养成上下楼梯靠右行
走，不追逐打闹，照顾前后的良好安全习惯。

一张邀请函、幼儿上下楼梯的照片、多媒体课件。

（一）猜一猜导入，引起幼儿的兴趣

（二）观察图片，总结上下楼梯的正确方法

1、播放第一组图（不安全上下楼梯的图片）

3、教师小结：一层楼，两层楼，上下楼梯靠右走，你也靠右
走，我也靠右走，不要急，不要挤，不会头碰头。

（三）观看课件，进一步了解上下楼梯的安全

提问：刚刚你们看到了什么？他们这样上下楼梯安全吗？会
出现什么危险情况？当你们发现身边的小朋友也和他们一样
时，你们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制止他们？我们应该怎么说，
他们才会听我们的？引导幼儿说出正确的上下楼梯的方法。



对于说对了的小朋友，用“笑脸”来奖赏，表示鼓励。

（四）学习儿歌《上下楼梯歌》

2、老师范读一次，幼儿小声跟读。

3、师幼一起读儿歌若干次。

4、今天，小朋友可真能干，这么快就学会了儿歌，那我们就
按照儿歌里说的那样，去小兔家做客吧。教师带领幼儿上下
楼梯，提醒、帮助上下楼梯动作不协调或有不安全行为的幼
儿。

幼儿园安全教育反思大班篇二

在“感知理解——情境演练——交流分享——延伸运用”的
模式结构中，幼儿对防震安全教育目标把握明确，在学会自
救自护本领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1、活动前：打基础

充分利用家长资源，通过家园配合与互动的方式，帮助幼儿
做好前期对地震来了要躲藏的经验铺垫，这符合小年龄幼儿
的年龄特点。当然，这也是后续活动的基础与良好保障。

2、活动中：重实践

提升与巩固：教师将幼儿的零星经验通过集体教学活动进行
统整与概括，帮助幼儿梳理经验，在情境演练中又得以验证，
这满足安全教育的模式。

3、活动后：拓延伸

将经验点拓展到后续活动中，面对同样的情境、不同的地方，



幼儿又该如何面对呢？通过教师的及时点播，丰富了幼儿的
防震安全经验，知道在室内室外要寻找不同的`地方躲起来，
而并非同等对待。

幼儿园安全教育反思大班篇三

“千般照顾，不如自护”。家长和幼儿园教师、阿姨不仅有
保护幼儿生命安全的责任，同时要及时检查幼儿园的设备、
设施，更重要的是要对幼儿进行初步的安全指导、教育，提
高幼儿保护自己的能力，帮助幼儿树立一定的安全意识。

一、让幼儿了解一些生活常识，学习和巩固一些自我保护的
方法和技能

其实我们孩子生活在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的环境之中，意外
事故的发生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通过学习一些自我保护
的方法和技能，变消极躲避为积极预防，就能够使各种意外
伤害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如热水、药品是幼儿日
常经常接触的物品。花花绿绿的药品会让幼儿误认为是糖豆
而吃进肚里。杯里的热水也会因为幼儿不会判断而造成烫伤。
那么如何提高幼儿对事件的预见性呢?首先要了解一些生活的
常识。我们通过谈话，组织幼儿专门的讨论，倒一杯热水、
拿来一些药品，请幼儿讨论一下，从而学会一些自我保护的
技能。在讨论中幼儿纷纷发表意见。毛毛说：“杯里冒着热
气，一定非常烫，不能马上喝。”新程说：“用手摸摸杯的
外面，如果烫手就不能喝。”孝铟说：“喝水的时候，也应
该先吹一吹，先小口小口的喝，就不会烫着了。”当我拿来
花花绿绿的药品时，开始幼儿真的以为是巧克力豆呢，纷纷
问我：“真的是巧克力吗?真的能吃吗?”接着我和小木偶一
起进行情境表演，小木偶将药粒喝下，不一会开始肚子疼，
幼儿马上意识到药是不能随便吃的，生病了应该去医院。在
幼儿园应请老师、阿姨帮忙吃药，在家应请爸爸妈妈帮忙。
知道了生活中的一些小常识，那么就应提高幼儿分析、判断
的能力，为幼儿准备一些画有安全与危险事物的小图片，如



插座、火、药、热水、食品、玩具等，请幼儿自己来区分哪
些是安全的，哪些是危险的，提高幼儿判断事物的能力。从
而提高幼儿对事情的预见性，预防悲剧的发生。

二、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幼儿形成自我的意识

我们幼儿园的环境也是关注幼儿的健康和安全的。我们应与
幼儿共同创设相应的物质环境，对幼儿进行直观、形象而又
综合的教育。一次，我发现幼儿常常在室内乱跑，发生相撞
的事情，于是与班上老师商量，决定在室内布置一些安全标
记，提醒幼儿注意。但幼儿不了解安全标记。我们就从认识
安全标记入手。在晚上的认识活动上学习各种标记。在认识
的基础上，我们在班内的电视机及电门上张贴了禁止触摸的
标记;在窗台张贴了禁止攀爬的标记;在楼道张贴了下滑危险
的标记，时刻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三、通过直觉体验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能力

我们幼儿园里各种器械、各种玩具都有，孩子们可以自由地
奔跑，进行游戏，可以说是快乐天堂。但有时玩起来就什么
都忘了，往往会对幼儿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这种自身痛苦的
记忆是最深刻的。所以如果看到别的小朋友摔伤磕破时，就
能把自己的痛苦记忆类推到别人身上，这种体验会有助于幼
儿理解自我保护的意义。以后在活动时，幼儿就自然引起了
注意，减少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五、通过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让幼儿学习和巩固自我保护的
技能

大班幼儿好奇心增强，好动，随心所欲的特点，而且不知深
浅，不明是非，常常趁老师阿姨不注意玩一些危险物品，做
一些危险的事或到一些不安全的地方玩。但我们不能因为这
些就限制幼儿的活动。虽然他们年龄再幼儿园里不算太小，
但他们与需要不断的获取经验，在生活中去不断的探索和反



思。在与环境进行交互作用之后从而获得相应的信息、感受。
我们要在一日活动中，仔细观察幼儿的一举一动，利用各种
教育活动，提高幼儿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意识。一次，政政在
关门时手被夹了一下，孩子们看到政政受伤后痛苦的表情后
都纷纷说：“以后可不能关门了。”幼儿知道不再关门、玩
门了，可能以后幼儿由于玩门受伤的机率就会很小了，但这
不是安全教育的目的。会抑制幼儿的探索精神。如果以后幼
儿一开门、关门就会想到会夹手，事事需要成人帮忙。这样，
受保护越多就越容易出差错，幼儿会越来越丧失自我保护的
能力。以后如果遇到突发事件，他们就会束手无策。于是，
我请政政讲讲怎么夹了手，帮助幼儿分析怎样才能不夹手。
并教幼儿学习儿歌“开关门”。让幼儿知道一手扶门框(墙)、
一手扶门把儿是正确的方法。并让幼儿亲自实践，掌握开关
门的技能。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重要的是不仅应该让
幼儿知道哪里有危险，更应该让他们学习如何征服危险，在
征服危险的过程中怎样保护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安全教育，
我们发现在活动中大人的提醒在逐渐减少，孩子之间的提醒
在增加，幼儿学会了积极地防御。同时，我们也感到，培养
幼儿自我保护意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
真正使幼儿形成自律，从而获得身心的和谐发展。

幼儿园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反思

幼儿园安全教育反思大班篇四

近期对于幼儿的安全问题放在了幼儿园工作的'首位，我园一
直重视幼儿的安全教育，我们每星期都会给幼儿上交通安全
课，还利用走廊把交通安全知识用儿歌贴出来。在外操场画
了模拟交通安全图，平时让幼儿去走一走。

《纲要》中所说：“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利于其长远
发展，既贴近幼儿的生活，选择感兴趣的事物或问题，又助
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因此，次活动来源于社会生活，
又能服务于幼儿的生活。交通安全要从幼儿抓起，本活动幼



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在游戏中有的幼儿不遵守游戏规则，
今后还要多加强练习。

幼儿园安全教育反思大班篇五

近日，xx幼儿园开展暑假前安全检查、教育活动，为孩子暑假
期间的安全增添了一份可靠的保障。

幼儿园抛开全园安全会议，安全领导小组对幼儿园的周边环
境及幼儿园内的设施、设备，食堂进行了检查。各班级教师
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将安全教育融入幼儿生活之中，通过
游戏、谈话、情景表演等形式，对幼儿进行防火灾、防溺水、
防烫伤、不跟陌生人走、防食物中毒、防交通事故等方面的
安全教育。

小班年段的《不跟陌生人走》中，老师和孩子们用生动的语
言、简单易懂的情景表演，为孩子们演绎了一堂安全课。活
动中，孩子们都能积极动脑，小演员们更是能运用自己的智
慧，勇敢和“坏人”周旋，解决困难。

中班年段的《安全过斑马线》中，孩子们都能积极动脑，学
习了各种交通标志。还用生动的语言、简单易懂的情景表演，
为孩子们演绎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大班年段的《防溺水》活动中，通过老师和孩子之间的互动，
孩子和孩子之间的竞猜，让孩子们在活动中获取了更多的防
溺水安全知识。各班级还通过幼儿园微信公众号，向各位家
长宣传“防溺水”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