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安全教案防地震 地震中班安全教育
教案(精选6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安全教案防地震篇一

1、了解地震有关常识，掌握正确的自救方法。

2、能沉着、冷静面对危险情景，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

3、激发幼儿观察周围环境的兴趣。

课件、泡沫板。

急救箱及物品：手电筒、饼干、水、跳绳、书、玩具、收音
机、手套、口罩、哨子

（一）情景导入

1、孩子们，老师搜集到一段录像，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情。（播放视频）提问：录像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到了
什么？（幼儿发言）

小结：是啊！刚才录像中大楼在摇晃，地面发出了剧烈的声
响，这就是地震。地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到底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危害？让我们来看看。小朋友，可以把你
看到的和旁边的小伙伴说一说。

小结：地震发生后，出现房屋倒塌、大桥断裂、山体滑坡，



给我们的生命、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地震实在是太可怕
了！

（二）地震来了怎么办

1、如果地震发生在我们身边，怎么办？

2、地面出现剧烈的震动，我们躲在哪里安全些？

请个别幼儿说。教师出示图片，情幼儿判断谁做的好，教师
用泡沫板演示形成的三角区，让幼儿明白什么地方安全。

如果在这个教师发生地震，该怎么办？请小朋友照顾地方躲
起来，看看谁找的地方最安全，保持的姿势最正确。教师一
边指导一边给做对的小朋友贴上一个标志。

小朋友，听！是谁的声音？（放图片）他没有跑出去，被困
在里面，他用什么办法让别人知道被困在里面？什么时候喊？
（有人是喊）为什么没人时不要喊？（保持体力）没有劲喊
了怎么办？（哨子、敲鼓、寻找食物、想办法自救）

小结：如果地震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先躲后跑，如果被
困住好几天了，都没人来救你，不要灰心，相信肯定会有人
来救我们。

（三）地震的预防

救箱里。选好了吗？请把你们的急救箱送到老师这，然后回
到座位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急救箱都有些什么？（提问：
水和饼干我们需要它吗？手电筒能派上用场吗？收音机也能
帮到我们吗？小小的哨子有什么用？手套能有什么用处？）

小结：有了急救箱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帮我们
度过难关了。



2、地震很可怕，如果我们能提前知道地震何时发生该有多好
啊！但是我们还无法预测地震的发生。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会发现现在地震发生前的一两天或者几个小时内经常会发生
些异常的现象，让我们看一看。（请幼儿看课件）

小结：这些现象都是通过仔细观察才能发现的，小朋友发现
后可以告诉周围的人。

安全教案防地震篇二

1、了解地震的有关常识，掌握正确的自救方法。

2、能沉着、冷静面对危险情景，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

3、激发幼儿观察周围环境的兴趣。

二、活动准备

1、课件、泡沫板。

2、急救箱及物品：手电筒、饼干、水、跳绳、书、玩具、收
音机、手套、口罩、哨子。

三、活动过程

（一）地震的危害

1、孩子们，老师搜集到一段录像，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情。（播放视频）

提问：录像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到了什么？（幼儿发言）

小结：是啊！刚才录像中大楼在摇晃，地面发出了剧烈的声
响，这就是地震。



2、地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
么危害？让我们来看一看。小朋友，可以把你看到的和旁边
的小伙伴说说。（教师走下去，听一听，问一问）再请个别
幼儿起来说一说。

小结：地震发生后，出现房屋倒塌、大桥断裂、山体滑坡，
给我们的生命、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地震实在是太可怕
了。

（二）地震来了怎么办

1、如果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怎么办？

2、地面出现剧烈的震动，我们躲在哪里安全些？请个别幼儿
说。教师出示图片，请幼儿判断谁做的对，教师用泡沫板演
示形成的三角区，让幼儿明白什么地方安全。

小朋友，听！是谁的声音？（放图片）他没有跑出去，被困
在了里面，他用什么办法让别人知道被困在里面？什么时候
喊？（有人时喊）为什么没人时不要喊？ （保持体力）没有
劲喊了怎么办？ （哨子、敲击、寻找食物、想办法自救）

小结：如果地震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先躲后跑，如果被
困住好几天了，都没有人来救你，不要灰心，相信肯定会有
人来救我们。

（三）地震的预防

1、日本是一个多震的国家，他们的家里准备了一个地震急救
箱，以备急用。里面有许多物品，你可以和小朋友商量应该
选什么物品，用它来干什么？然后放到你们组的急救箱里。
选好了吗？请把你们组的急救箱送到老师这，然后回到座位
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急救箱都有些什么？（提问：水和
饼干我们需要它吗？手电筒能派上什么用场？收音机也能帮



助到我们吗？小小的哨子有什么用？手套能有什么用处？）

小结：有了急救箱里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帮我
们渡过难关了。

2、地震很可怕，如果我们能提前知道地震何时发生该有多好？
但现在我们还无法预测地震的发生。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
发现在地震发生的前一两天或几个小时内经常会发生一些常
的现象，让我们看一看。（请幼儿看课件）

小结：这些现象都是通过仔细观察才能发现的，小朋友发现
后可以告诉周围的人。

（四）地震演习

今天，小朋友知道了这么多关于地震的知识，让我们来进行
一次地震演习，看看小朋友会不会保护自己。

四、活动反思

汶川大地震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令我们记忆深刻。这让我们
意识到对幼儿进行地震教育的重要性。

幼儿只有通过各种感官才能印象深刻地了解地震的有关常识，
懂得自救的方法。

在本节课中，通过视频、图片的观看极大地调动了幼儿的经
验讨论和演习活动幼儿能积极地参与，获得了真实的体验，
急救箱的小游戏又让幼儿懂得在生活当中应提前预备好急救
物品，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不足是在不同的场地，如何灵活自救，对于幼儿来说是一个
难点，也是今后工作中的重点。



安全教案防地震篇三

通过教学让学生正确认识地震这种自然现象，并了解地震有
什么前兆。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同学们，知道地震是一种怎样的自然现象吗?指名学生简单
的说说自己所了解的地震。

2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什么是地震。

3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二、新授

1知道地震的含义。

(由于地壳不停地运动，会使岩石层弯曲，褶皱，断裂，这是
就发生了地震。)

第二课时了解地震有什么前兆。

(1)动物表现反常

大地震前的一两天或几个小时，动物常常出现一些反常现象。
指名学生说说你所了解的情况。

根据学生的回答，加上老师的补充，列出以下几点：

a冬眠期间的蛇、青蛙等突然出洞。b白天，猫头鹰、黄鼠狼会
频繁活动。

c老鼠见人不逃跑，反而向高处爬。d穴居动物成群搬迁。



e牛、马、骡子不听主任使唤。f猪羊不进圈，家养的动物乱跑、
乱叫、乱咬。

g鸡、鸭、鹅等家禽惊飞、撞笼、不进窝。h鱼儿在水面翻腾跳
跃。

(2)地水有变化

水温变化：井水或泉水的温度突然发生明显的变化，有的井
水温度升高，有的泉水温度降低。

水位变化：干旱的季节或冬季，地下水位突然升高;夏季或雨
水连降的季节，地下水位突然下降;水变色变味。

3出现地光和地声

给学生讲解地光的形态和颜色以及地光地声书香的时间。

通过本堂课的学习，同学们了解了什么是地震，并且知道了
在发声地震前有什么前兆。希望同学们今后能细心地观察，
做好积极的防范工作。

第三课时做好防地震工作

目标：通过教学让学生明白防地震工作的重要性。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上节课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地震以及地震有什么前兆，接
下来我们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积极地做好防地震工作。

2学生读题



1家庭防地震工作很重要，不能疏忽。

2说说该如何做好家庭防震工作。

(学生自由说说)

3根据学生回答，列出以下几点：

(1)家庭要做好分工，明确地震时每个人的职责和任务，并约
定震后到什么地方集合，以及万一失散后怎样联系。

(2)消除室内一切易燃易爆物品。

(3)室内不要高空悬吊、摆放物品。

(4)要把柜子上、木架上垂直摆放的物品改变摆放位置。

(5)玻璃窗上要贴防碎胶条。

(6)床要搬到离玻璃窗远一些的地方。

(7)准备最需要的食品和水。

(8)准备应急药品，如感冒药、黄连素、消炎药、创可贴等。

(9)准备解救工具，如斧子、小钢锯、铁锹等，并放在显眼容
易拿的地方。

(10)每个人要准备一个"防震包"。包内装有必需的生活用
品(如手电、小刀、带有包装的食品、水、急救药品等)。"防
震包"要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通过这堂可的学习，同学们大致了解了如何做好家庭防地震
工作，希望同学们高度重视，不麻痹大意，积极做好准备。



第四课时遇到地震怎么办

目标：通过教学让学生明白在各种场地遇到地震该怎么办，
提高学生的应急能力。

教学过程：

1同学们，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地震，地震有什么前兆，还
知道了如何做好家庭防地震工作。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在各种
场地遇到地震该怎么办。

2揭示课题，学生齐读。

1在学校遇到地震该怎么办?

请学生讨论后说说。

教师小结，告诉学生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就近躲藏，(如课桌下、
承重墙角墙根下、厕所承重墙角等)。闭眼趴下。等主震过后，
在老师的带领下有秩序的跑出教室找一处空旷地。切记住：
不要急忙跑回家，要听从老师的指挥。

2在家中遇到地震怎么办?

要迅速判断是大震还是小震，小震不必跑出去。大震的话，
里房门近或楼层较低，而界室外开阔可以迅速跑出去。如在
室内可马上贴床沿或早结实的.家具底下趴下。或者躲到承重
墙角下。

3在影剧院遇到地震怎么办?

有人指挥要听从，不可擅自行动。没人指挥也不能乱跑，以
免你推我踩，造成伤亡。赶快钻到排椅下面，闭眼趴下。

4在商场里遇到地震怎么办?



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不要随人流乱挤乱跑，避开商品的陈
列柜架，向没有物品和人少的通道跑。如通道被堵住，就在
有柱子的地方或有坚实的大商品附近抱头蹲下。

5在电汽车遇到地震怎么办?

呼喊司机停车。提醒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下落物少、倒塌物少
的地方。并停在路基结实平坦的地方，汽车未停稳不能跳窗。
车停后下车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

6在室外遇到地震怎么办?

立刻向树多的地方跑在山坡或悬崖下不能跟着滚动的石头跑。
另外在繁华地区，在居民区，在高层建筑物附近都应注意选
择正确的避险方法。

同学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遇到地震，都不能慌张。一定要保
持头脑冷静，在各个地点选择正确的应急措施，有效躲避灾
难。

第五课时地震后的自救自护

目标：通过本课时的教学，是学生掌握地震后，如何自救自
护。

教学过程：

1请学生说说遇到地震时我们该如何自护自救。

2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列出以下几点：

(1)地震时，如果被倒塌的房屋埋在里面，不要慌，要静静地
听外面的动静，一旦听掉到有人时，要马上想办法和外界联
系，可以大声呼救，也可以敲击物体。



(2)地震时，如果被倒塌的房屋埋在里面，外面又没有人时，
一定要冷静，要积极行动，寻找出来的通道，要先把手脚挣
脱出来，要清理身上的堆积物，然后用砖头、木棍等支持可
能不塌的物体，扩大空间。这时，一定要用衣物捂住鼻、口，
防止因灰尘呛闷而造成窒息。

(3)如果被砸骨折，千万不可乱动。

(4)救人时，要先弄清头部的位置，先使头部露出，清除口、
鼻内的异物，再将胸、腹部露出。

(5)对脊椎损伤的人，要平抬平放。

(6)对四肢骨折的人，要就地取材，制作临时夹板固定;抬起
时要托好骨折处。

(7)对流血的人，要先包扎，并尽快止血。

(8)对暂时无力抢救的人，要保持空气流通尽可能适量给其送
饮料、食品。

切记住：救人时(在倒塌房屋里面的人)，一定不能使用铁锹
等工具，一定要用手扒。

安全教案防地震篇四

1、教育学生学会在遇到暴风雨、山洪、雷电等自然灾害能学
会自我救助。

2、掌握科学合理的安全常识

教学重点

自然灾害安全常识的教授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防雷

1、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
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

2、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

3、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万不得已，则须与树干保持3
米距离，下蹲并双腿靠拢。

4、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
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赶紧趴在地上，这样可以减少遭雷
击的危险，并拿去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项链等。

5、如果在户外遭遇雷雨，来不及离开高大物体时，应马上找
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脚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
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因为水能导电。

6、在户外躲避雷雨时，应注意不要用手撑地，同时双手抱膝，
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较之身体其他部位最
易遭到雷击。

7、当在户外看见闪电几秒钟内就听见雷声时，说明正处于近
雷暴的危险环境，此时应停止行走，两脚并拢并立即下蹲，
不要与人拉在一起，最好使用塑料雨具、雨衣等。

8、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在旷野中打伞，或高举羽毛球拍、高
尔夫球棍、锄头等；不宜进行户外球类运动，雷暴天气进行
高尔夫球、足球等运动是非常危险的；不宜在水面和水边停
留；不宜在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耍。

9、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



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伤人。

10、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此时应提高警惕，
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身处附近的人此时千万
不要跑动，而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有雷击发生时，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自我保护：

1、远离建筑物的避雷针及其接地引下线，这样做是为了防止
雷电反击和跨步电压伤人。

2、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如有条件，
应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金属壳的汽车、船只，但帆布
的篷车、拖拉机、摩托车等在雷雨发生时是比较危险的.，应
尽快远离。

3、尽量离开山丘、海滨、河边、池塘边，尽量离开孤立的树
木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建筑物，铁围栏、铁丝网、金属晒
衣绳边也很危险。

4、雷雨天气尽量不要在旷野行走，外出时应穿塑料材质等不
浸水的雨衣，不要骑在牲畜上或自行车上行走；不要用金属
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杆的工具如铁锹、锄头扛在肩上。

5、人在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
这时应立刻躺倒在地，或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
抱膝，头部下俯，尽量降低自身位势、缩小暴露面。

防雷的十条基本原则：

1、室内比室外安全；

2、低处比高处安全，坐下、蹲下比站立和行走安全；

3、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比无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安全；



5、不要触摸或靠在高墙、高烟囱和孤立的高大树木下避雷；

6、不要在田地间的窝篷里或位于地形高处的简易农舍里避雷；

7、在雷雨时，不能在空旷的田埂上跑步，更不能肩杠长形工
具跑步；

8、在野外，雷暴时不要接触和接近各种电线类金属；

9、雷暴时，停止一切室外的体育活动，特别是在宽大球场上
的运动；

10、雷暴时，停止一切装填炸药和放炮的作业。

防暴雨：什么叫暴雨

我国气象部门规定，24小时降雨量50毫米以上的雨叫暴雨。
暴雨来临时，往往乌去密布，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暴雨来临前准备

1、检查房屋，如果是危旧房屋或处于地势低洼的地方，应及
时转移。

2、暂停室外活动，学校可以暂时停课。

3、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是否安全，关闭电源总开关。

4、提前收盖露天晾晒物品，收拾家中贵重物品放到档上或置
于高处。

5、暂停田间劳动，户外人员应立即到地势高的地方或山洞暂
避。

暴雨避险



1、危旧房屋或在地洼地势住宅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

2、关闭煤气阀和电源总开关

3、立即停止田间农事活动和户外活动

4、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

5、雨天汽车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下车到高
处等待救援。

6、不要在下大雨时骑自行车。过马路要留心积水深浅。

洪水暴发时如何自救

1、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
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
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做水
上转移。

2、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
房高屋、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援救。不要单身游
水转移。

3、在山区，如果连降大雨，用容易暴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注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注意防止山体
滑坡、滚石、泥石流的伤害。

4、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
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5、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避免发生传染病。

不应低估山洪暴发的威力和速度。小溪的流水往往由于上游



降下大雨，雨水会集涌而下，于数分钟内演变为巨大山洪，
如游人适在溪中，极易为洪水冲走，引致伤亡。

除非是有准备的溯溪活动，否则不要沿溪涧河道远足。

夏天雨季，或暴雨后切勿涉足溪涧。

二、知识的预习

安全知识问答。

安全教案防地震篇五

熊猫咪咪

1．了解地震发生后，四川卧龙大熊猫的生活情况。

2．欣赏《熊猫咪咪》的歌曲，体验歌曲的情感。

ppt课件、《熊猫咪咪》的音乐、竹叶和竹子的即时贴。

一、地震后，熊猫怎样了

1．“四川地震牵动着我们大家的心，四川的'大熊猫也受到
了伤害，它们现在怎样了呢？”(播放ppt课件前半部分。)

2．“在刚才的那些照片里，你们了解到了大熊猫的哪些情
况？”(讲述地震后大熊猫的生活。)

二、欣赏歌曲、体验情感

1．感受旋律，了解歌词

(1)“这里有一首关于大熊猫的歌曲，一起来听一听，歌曲里



的大熊猫遇到了怎样的情况。”(播放《熊猫咪咪》的歌曲)

(2)“听了这首歌，心情怎么样？”幼儿回忆听到的歌词，并
讲述。

2．倾听歌曲，体会感情

(1)让我们再仔细听听看，当熊猫遇到没有食物吃的困难后，
大家想怎样帮助它们？(再一次欣赏歌曲。)

(2)当大家相互帮助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重点理解歌词：请让我来关心你，就像关心我自己；请让我
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自己，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

(3)播放ppt的后半部分，了解大家给予熊猫的帮助。

3．整体欣赏，表述心情

(1)边播放ppt课件边与音乐结合，让幼儿欣赏。

(2)“在知道了熊猫平安的消息后，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三、抒发情感、表达爱心

1．“让我们一起为留在四川的熊猫们祝福，用一片片竹叶搭
出一片爱的竹林！”

2．幼儿在《熊猫咪咪》的歌曲中，用竹叶和竹节布置竹林。

安全教案防地震篇六

孩子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要保护孩子的生命，如
果从小对他们进行生命教育，进行知识的训练、避险的训练



和生存的训练，让孩子们从小具备逃生的能力，具备避险的
能力，具备自救的能力，那这种伤亡就能降到最小。因此我
们让应急避险走进课堂，走进孩子们当中，更好地用知识来
守护生命。4月27日，结合活动《地震了怎么办》，我们大班
年级组开展了“防震演练”活动。活动目标：

1、知道地震会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科学的逃生方法可以将
伤害减少。

2、用科学的方法组织孩子进行逃生演习，并且知道当遇到危
险时要冷静听指挥。

3、提高紧急避险、自救自护和应变的能力。

录象片段。

一、自由讨论，引出逃生演习

2、小结：地震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它会给人类社会造成一定
的伤害，但通过应用一些避险的知识和逃生的方法可以尽力
地将自然灾害的危害减弱，减小。通过回忆地震时的情形，
让幼儿知道地震会给我们带来危害。

二、观看视频并讨论，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逃生演习

1、观看逃生的视频，他们在逃生时是怎么做的？

我们撤离的时候如何在运动的过程中保护自己?幼儿讨论寻找
最有效的保护方法。（双手抱头、上身向前弯曲，快速撤离）

2、出示班级撤离图，带幼儿观察并找出班级在紧急情况下撤
离的路径和位置。引导幼儿讨论：为什么撤离时要走图中标
注的路径？使幼儿了解图中标注的撤离路径是离户外安全地
带最近的一条通道。



3、小结逃生演习的要求：逃生演习的要求：一是要保持安静，
听教师指挥；二是幼儿分前后两个教室门走，由一名幼儿扶
住教室门；三是走楼梯时分成两个队列，一排靠扶梯，一排
靠墙壁走；四是在操场上的跑道那里集合。

3、幼儿进行逃生演习。

(1)保持安静，听教师指挥；大一班和大二班分别到到操场和
中央大道。

(2)要有顺序地疏散，在楼梯下楼时，不准幼儿在楼梯或走廊
互相拥挤，避免跌倒。走楼梯时分成两个队列，一排靠扶梯，
一排靠墙壁走.

(3)在操场上的跑道那里集合。疏散过程中，以双手护头，以
防被砸。各班幼儿到达集中地后，要蹲下，保护头部。

(4)等到演练结束后，当听到疏散的信号后，按预定的路线和
集中地、有秩序地进行疏散。

4、带幼儿回教室，进行小结。

小结：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冷静，要听老师的指
挥。

灾难告诉我们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多么的必要，所以
预防灾害，要从孩子做起。我们只有学会了面对灾害的这种
逃生的知识和技能，我们才能用一种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去认
识生命，尊重生命，多一些基本常识和自救办法，就可能多
一分逃生的机会。为此，演练时我们首先通过让幼儿观看逃
生的视频，学习讨论一些科学的逃生方法演练时，并带幼儿
观察并找出班级在紧急情况下撤离的路径和位置，使幼儿进
一步了解图中标注的撤离路径是离户外安全地带最近的一条
通道。演练时，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双手紧抱头部、弓



着身子，紧张有序地从教室撤离。这次防震演练活动使幼儿
知道了地震会给我们带来伤害，知道当遇到危险时要冷静听
指挥，学习了一些科学的逃生方法和地震发生时的应急避震
知识，掌握了遇到地震发生时，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损害的
方法，从而提高了幼儿紧急避险、自救自护和应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