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乘车安全教育教学反思总结(精选5
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那么，我们
该怎么写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乘车安全教育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前几天和孩子一起读了德国作家达柯玛尔·盖斯勒的绘本故事
《我不跟你走》。这是系列丛书“自我保护意识培养”中的
一本。

故事讲述的是小女孩露露放学后在教室前面等哥哥来接。期
间，与露露住同一小区的阿姨、给露露家建自相车棚的叔叔、
路路妈妈的朋友、璐璐家的邻居莫莫阿姨都想送露露回家，
可露露都以“我不认识你，我不跟你走”为借口，拒绝了。
最后，露露的哥哥来接露露，露露放心地跟着哥哥走了。这
本书最令我推崇的不是小姑娘露露的听话懂事，也不是露露
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而是作者在故事中引导孩子对“我不
认识的人”范畴的理解。其实文中出现的叔叔、阿姨，都是
露露认识的。露露只所以会说：“我不认识你。”是因为露
露不知道关于这些叔叔、阿姨的更为私密的事情，比如“她
究竟是爱冲淋浴，还是爱泡澡呢？”“叔叔家养的是什么宠
物？”“莫莫阿姨每天早上是不是锻炼身体？”“她睡着的
时候打不打呼噜？”……这样，就非常直观、清楚地告诉了
孩子什么人才是自己真正熟悉的人，了解到什么程度的才算
是自己可以放心亲近的人。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平时对孩子
教育的空白区。

我们在给孩子进行安全教育时，经常说：“不要和陌生人说



话，不要跟陌生人走！”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陌生人呢？是
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吗？那些有过一面之缘或几面之缘，那些
天天可以看见却从来没有说过话的面孔，那些仅仅是平时碰
见打个招呼的人……他们是陌生人吗？读了这本书，我才意
识到，我们的教育细节太少了，所以我们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效果不那么显著，孩子们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大
问题。

小学乘车安全教育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本月我们小班围绕“防震安全教育”，聚焦“地震来了躲起
来”，通过游戏情境的创设，旨在帮助幼儿学会“地震来了
要寻找硬硬、牢牢的地方进行躲藏自护”的好方法。

实录一：

活动前：家园篇

“如意，地震来啦，地震来啦！”

如意背着书包，立刻从床上跳下，来不及穿鞋（赤脚），赶
紧双手抱头蹲下躲起来。

“地震来了，要向如意一样，找个硬硬、牢牢的地方躲起来，
并且要用小手抱头蹲下躲起来。”

以上是如意家长提供的视频影音。这是集体防震安全教育活
动前，家园配合共同为幼儿搜集经验铺垫拍摄的视频。

实录二：

活动中：室内篇

在开展防震安全教育中，有“情境演练”环节：模拟地震来



了，幼儿找个硬硬、牢牢的地方躲起来，要用双手抱住头蹲下
（或用软垫放于头顶）躲起来。

出示恐怖声音——“呜——地震啦！”幼儿立刻起身去找班
级内硬硬、牢牢的地方（有全全的地方：证明你找对了）躲
起来。

惊叹孩子们有如此之举，面对地震不惊慌，找个地方来躲藏！

实录三：

活动后：室外篇

在集体教育活动后，我们又巩固了地震中自救自护的安全经
验，做了室外“地震了”的情境演练：

我：“地震啦！”

幼儿四处逃跑、躲藏，有的躲在长廊长椅下、有的躲在器械
边，殊不知空旷的塑胶场地其实是最安全的。

“赶紧，晓莉老师身边很安全，找个空旷、没人的地方赶紧
躲起来。”宋佩轩躲在我身边，用手抱头蹲下。“宋佩轩躲
得真安全。其他宝宝也赶紧躲好吧。”于是在老师引导下，
幼儿纷纷找到空旷的地方、双手抱头蹲下躲藏。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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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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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乘车安全教育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踏上讲台，面对一群似懂非懂的少年儿童，我深深的意识到
肩头的责任重大，不但要关心学生的学习，更应该把安全教



育摆在首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无论什么时候不失时机地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强调安全的重要性，避免一切安全事
故的发生。对小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因地制宜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渗透。

一、勿忘教育小学生遵守交通安全

谁也不愿接受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发生在未
成年的孩子身上，但事与愿违，不幸的遭遇总牵扯动父母的
心，让泪水奔涌，心也彷徨。假如不在公路上追跑打闹，假
如不乱穿宽阔马路，假如不耍“高超”的骑车杂技……也许
惨不忍睹的这些就不会发生。很多时候，只要班主任细心叮
咛过，学生可能会把你的谆谆教导铭记在心，会主动把它落
实到日常行动中，去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结果自然会降低
小学生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有机会的话，班主任应利用班
队课开展“交通安全在我心”、“不该发生的故事”、“交
通知识讲座”……一系列丰富多样的教育活动，更能影响小
学生的思想行为。

二、勿忘教育小学生注重身心健康

离不开老师“打架斗殴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的谆谆教
导；每当班里出现传染性的水赤痘时，离不老师焦急关切的
悉心照料；每当学生突然高烧、呕吐时，离不开志师体贴关
怀的身影……一次次的温暖传递，赢得了家长的信任，更赢
得了学生的欢迎。老师是无私的，我们要坚持去爱，爱学生的
“身”，更爱学生的“心”。

三、勿忘教育小学生预防突发事故

快乐的学习、生活环境。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一杠秤，只
要我们付出了心血，面对的将是无可估量的辉煌和收获。



小学乘车安全教育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主题教育课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也是这次课改的最亮
点。它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
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生与社会的
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它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
性，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体验学习的乐趣，在实践中
锻炼各方面的能力。《注意交通安全》这一活动让我感悟颇
深。我精心布置了活动现场，让学生有亲临公路现场的感觉。
这样就使《注意交通安全》这一活动真正落到了实处，而不是
“纸上谈兵”，学生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综合实践活动以活动为主要开展形式，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
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在实践活动中发现和解
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在设计
《注意交通安全》这一活动时，强调学生的亲身实践。课前，
让学生收集交通标志，想办法了解这些交通标志。然后，又
让孩子在课堂上展示收集的交通标志，加深了对这些交通标
志的认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学生在活动中
亲自尝试、体验、感悟，从而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提高了
自我保护的.意识。

在组织《注意交通安全》的活动中，我注意了让孩子在活动
中锻炼自己，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比如，在游戏活动中，
孩子既能锻炼自己的勇气，又能在活动中悟理，使活动真正
收到实效。又如，展示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课前的收集整理，
在课堂上的展示，一系列的活动中培养孩子收集和利用资料
的能力，在展示资料中又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这些
都是孩子终生受益的。

在这次活动中，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无穷潜力，孩子们在课堂
上表现得那么出色，我们真的看到了孩子在成长，我们也应
该在活动中和孩子一起成长。



小学乘车安全教育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安全被提到了一个极其高的位置，尤其
以我们目前操场的现状，体育课的安全隐患体育教师和学生
都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增强
安全责任感在体育教学中，教师不仅自身要具有高度的安全
意识，同时也有责任和义务教育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加大安全教育力度，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体育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求学生穿运动服上课，
身上不能带有小刀等锋利硬物，不要佩带胸针等饰品，不要
留长指甲等，上课要听从指挥、遵守纪律，严禁学生有嬉戏
取闹、任性蛮干、动作粗野、违反运动规则的行为。在上课
前我们教师必须仔细做好场地和器材的安全检查，如有安全
隐患应及时排除，再进行组织教学。

在教学和组织比赛时要特别注意场地是否平整，及时清除小
石块，防止绊脚引起不必要的伤害事故的发生。又如，跳远
时沙坑没有平整好或沙子过少或者沙坑中有同学玩耍时留下
的砖头、石块等都有可能造成损伤。学校的单杠、双杠、爬
竿、爬绳等，日晒雨淋，天长日久就会生锈、腐烂，如果没
有及时保养和修理更换，学生在活动时器材会发生断裂，致
使学生摔伤。所以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先检查器械，排除
安全隐患。

课前、课后搬运器材时要对学生讲清楚，千万不能在搬运过
程中打闹嬉戏。特别是具有危险性的器材，课后不能长时间
摆放在操场上，如铅球、铁饼等，课后要及时送还保管室。

及时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体育教师对学生的身体状况要在
课前详细了解，有的同学身体存在某种缺陷或患有某种疾病，
在进行某项有一定强度的锻炼时，疾病会发作，出现安全事
故。



认真做好专门性准备活动。参加在某项有对抗性的比赛活动
或跳高、打篮球等激烈运动项目等，准备活动一定要充分，
跳前多活动，易伤部位早预防。

教师设计的活动项目要避免不符合学生身体素质实际和超强
度的体育锻炼，如小学低年级开展篮球比赛、在双杠上做翻
越训练等。

教师对体育活动的规则、方法以及要注意的安全问题的讲述，
强调要到位。如教学掷铅球时，对观看的同学站在什么位置，
铅球在滚动时怎样让它停下来等，说得要具体，督促要到位。
在投掷项目的教学中，教师要严格按照教学程序、原则进行，
对学生的位置要严格限制，让学生远离危险区，严禁对掷，
要告诉学生等同组同学都投掷完以后再统一捡回器材，或者
安排见习生帮助，队伍中其他人不可乱跑、抢掷。对某些意
外伤害事故的苗头应及时制止。

总之，体育教学中学生的安全问题要引起体育教师的高度重
视，做到防患于未然。这就要求体育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
心和责任感。用正确、合理、科学的方法来预防和杜绝安全
事故的发生。只要学生和教师在思想上重视伤害事故，同时
教师教学上处处想到学生、关心爱护学生，教学上扎扎实实、
认真负责，教法创新，大胆尝试，管理上严格要求，就可减
少或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真正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