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 小班安全教
案及教学反思安全过马路(汇总6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
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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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一

1、让幼儿知道看红绿灯过马路。

2、让幼儿知道常见车辆禁行的交通标志等。

3、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常见的交通标志，警车模型、小型红绿灯模型、《小小学交
通》一书

一、看一看

1、交通标志的识别

二、玩一玩：

1、玩车子模型

2、开小车让车过马路

3、小结：过马路红灯停，绿灯走。走路要走横道线

三、说一说：

1、知道看过的交通标志



讲讲交通标志的意义：哪一种是告诉我们可以一直向前走;哪
一种是告诉我们此处可向右转弯;哪种是告诉我们此处不能左
转弯;哪一种是告诉我们可以过街;......

2、小结：过马路看标志，开车也要看标志，从小遵守交通法
规。

四、做游戏

放好椅子演示过马路的场景，小朋友过马路，遇到红灯(用模
型红绿灯)放在路口，小朋友排好队，教师领着过马路。悬挂
禁止左转、右转的交通标志。

总结：过马路看标志。回家问问家长还有什么交通标志，跟
爸爸妈妈学学更多的交通标志。

安全教育：儿童过马路有行停不定、行走道路曲折多变的特
点，会经常突然向前或向后奔跑，令行驶中的车辆不知如何
避让，使驾驶员措手不及。因此学龄前儿童应在监护人的带
领下在道路上通行，不能放任儿童在道路上玩耍。

幼儿在活动过程中，情绪比较高，感到特别新奇，因为他们
是农村幼儿，他们对城市的交通规则了解较少。 特别在后面
的游戏活动中，他们把刚学的交通法规得以运用，有很大的
成就感，并且这些交通规则在他们心中已根深蒂固。

春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二

有些幼儿不肯吃鱼，因为吃鱼的时候被鱼刺卡过，现在看到
鱼就说不会吃，不想吃，对吃鱼充满了恐惧。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触摸，了解鱼骨的结构和生长部位。



2、了解鱼肉的营养价值学习剔除鱼刺的方法。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吃鱼的方法和步骤

活动准备

1、自制大鱼学具两个，制作方法是：用卷纸芯做鱼骨架，用
习惯做鱼刺，用海绵纸做鱼肉。鱼肉铺在鱼骨架两边盖住鱼
刺。

2、根据一周食谱选择午餐有红烧带鱼的那一天开展活动。

活动过程

师：小猫们，今天妈妈烧了你们最喜欢的红烧鱼，快来吃吧!

1.以谈话唤起幼儿的经验，知道鱼骨不能吃。

师：(将自制大鱼学具铺在地上)鱼身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
吃?

师：鱼刺是细长的、尖尖的鱼骨头，摸摸看，你能找到鱼刺
吗?它藏在鱼的哪里?

2.引导幼儿观察自制大鱼学具，了解鱼骨头的分布的位置。

师：你们找找看哪里还有鱼骨头，摸起来感觉是什么样的。



3.引导幼儿学会又方便又安全地拿鱼块。

师：鱼肉里有这么多鱼骨头，应该怎么吃呢?现在妈妈把鱼分
给你们，你们试一试怎么拿又方便又安全。

4.幼儿每人拿一块“鱼块”，从两边把鱼刺抽出，模仿小
猫“吃”美味的“鱼肉”。

师：小猫们想不想再吃点鱼?

教学反思

幼儿对自制大鱼学具很有兴趣，通过教具幼儿了解了鱼骨的
结构和生长部位，不足之处，在吃鱼的方法处时间不够多，
幼儿不能很好的知道怎样吃鱼对鱼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向幼儿
说明，没有让幼儿积极参与。在后半部分可以用游戏的方式
让幼儿怎样吃鱼。在活动中没有让幼儿探索。

春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通过亲身体验，懂得火不能玩，有基本的安全知识。

2、初步形成自我保护能力。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教学过程：

饭后散步活动时，波波透过院墙看见焚烧树叶的烟，他大叫
起来：“老师，着火了!”我没有直接理会，而是弯下腰来问



他：“你怎么知道着火了?”我们的交谈吸引了其他幼儿，有
的幼儿呈现紧张表情，有的幼儿紧张大叫(这说明幼儿已有初
步的自护的意识)。为保护幼儿这意识，并在随机中对幼儿进
行安全教育，我立刻蹲下来和幼儿聊了起来：“着火了我们
该怎么办呢?”幼儿的回答是找消防叔叔，打110，甚至有的
幼儿还真的表演起来。“消防电话到底是多少呢?”幼儿的回
答各种各样：有120，有110，就是没有119。

这说明：

(1)平常的安全的教育还是有效的。

(2)实际联系不够，需要在随机教育中加以强化，做到不但有
意识，还能助帮幼儿形成自护能力，尽最大能力离开火源，
找大人寻求帮忙。我立刻在地上用石头写了大大的119，并告
诉幼儿：这是火警电话119。你们还小，当有火灾时，你们要
赶快离开，告诉大人请他们帮忙。

我便带幼儿去观察火源，让幼儿略知火有好处，也有坏处。
看到枯叶还在燃烧并发出很多烟，幼儿的反应还是以为真的
着火了，需要请消防叔叔，打119电话。我进一步引导幼儿观
察：“烧的是什么?为什么烧它?烧了有什么用处?这种火有没
有危害吗?”幼儿七嘴八舌，我相信他们已经明白这种火的意
义。

正好前面有一片枯草被调皮男孩烧掉，我趁势带他们来到此
处观察，“这一大块黑黑的地方怎么了?周围的草漂不漂亮?
柔软不柔软?”引导幼儿明白随意玩火的危害。

回来的路上，还讲了一发生在大哥哥身上的事，由于玩火，
点着了稻草堆，引燃了房屋，最后是在消防叔叔和大人的帮
助下这场火才被扑灭，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我相信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中已经种下了安全意识的种子，使他们明辨是非，
知道什么能玩，什么不能玩，知道如何自护。



教学反思：

家长对幼儿安全用火知识传授得较少。活动从给幼儿介绍火
的用处入手，引导幼儿对火进行了解。然后带动幼儿一起动
手、动脑，逐步让幼儿知道遇到火灾时该怎样灭火、怎样保
护自己。通过活动幼儿对火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知道危险
使用火带来的灾难。简单知道了灭火的一些方法，同时初步
掌握了遇到火灾时的自我保护。孩子对一些事物的认知能力
不强，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方法，可以尽快的提高孩子们对新
事物认识。

春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能随便玩火，并了解火的危害。

2.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有关火的图片、幻灯、故事。

活动过程：

1.教师组织幼儿以火为题展开讨论,讲述火对人类有利的方面
和不利的方面。如火可以照明、取暖，烧水、做饭，火箭、
导弹发射，卫星升天等，(教案出自：幼儿园学习网教案网)



告诉孩子们，我们的一日三餐、出行上班、工农业生产都离
不开火。但是违背了用火的规律，不正确的使用它，它就会
发起脾气来，烧毁财富，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我
们要认识它、驯服它、正确使用它，让它为我们人类更好的
服务。

2.教师介绍火能够发烟、发热、火焰的特征和容易引燃周围
可燃物导致火灾等;举出一次火灾实例，配合图片进一步讨论
火灾对人的危害,引起幼儿对安全用火的注意。

3.介绍灭火逃生的故事，组织幼儿观看有关怎样灭火的幻灯，
教给幼儿一旦发生意外，不要慌不乱，要听老师的指挥，要
低下身子，用湿毛巾捂住鼻子排队按顺序疏散，以防烟雾呛
人，发生窒息，防止挤伤、踩伤等。

活动反思：

通过系列的消防活动，孩子们了解了火的用途和危害，知道
不能玩火。而且还了解一些灭火和逃生的方法。在幼儿园的
防火演习活动中，幼儿听到紧急哨声，动作迅速的用手或布
捂住嘴，蹲着或爬着在老师带领下迅速逃离现场。幼儿没有
慌张和不知所措能在老师引导下迅速离开现场，说明幼儿通
过学习有了一定的经验，并掌握了一些逃生的技能。

春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安全乘车的良好行为习惯。

2、提高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3、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体验数学活动中的乐趣。



4、让孩子们能正确判断数量。

活动准备： "安全乘车宣传旗"一面。

活动建议：

一、谈话引出

二、幼儿充分自由交流，讨论有关乘车安全的话题，教师注
意倾听、总结。

三、请个别幼儿说一说乘车时应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五、游戏"我说你做"。

教师随机说出一些有关乘车的行为，如：教师说乘车系好安
全带，幼儿就露出笑脸。如果教师说"乘车时把头、手伸出车
外。"幼儿马上露出生气的表情。

六、小小宣传员

教师和幼儿组成"安全乘车"宣传小队，到其它班做宣传。

反思：

1、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安全的保证活动中有序排队，不拥挤，
不仅是一个人良好行为的体现，也是一个重要的安全因素。
社会上出现的因拥挤而造成的恶性事故，也反映出人们行为
上的一些问题。如争抢、拥挤、不守规则等等。因此从小培
养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十分必要的。其实幼儿园一直
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并列为常规教育的内容，比如排队洗
手、入厕、喝水，等等，但是由于幼儿年龄比较小，还没有
形成主动、自觉的行为，因此在突发事件中，在没有要求的
情况下就很难做到，就像男孩子去争抢玩具一样，因此需要
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加强教育，使幼儿从小养成做事、活动有



序，遵守规则，学会轮流、等待的良好的行为习惯。

2、安全教育要让幼儿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幼儿由于年龄
小，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此在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时，
要避免空洞的说教，而是要让幼儿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直在教育幼儿要有序，在很多活动
中都要排队，但是很多幼儿只知道应该这样做，但并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做，即使知道一些，也是一知半解，并不能意
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此一旦离开教师的要求和指导，就会
忘得一干二净，而通过形象具体的活动，如上述活动中的视
频资料、拉小球的试验等，给幼儿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
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亲身感受不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严
重后果，以后就会逐渐形成自觉的行为。

3、安全教育要常抓不懈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其意识和行为
之间的差异，幼儿的自觉性和自制能力都较差，而良好行为
习惯的养成，自我保护能力的提高，也不是一次两次的教育
就能见效的。我们教育者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多进行正确行为
的引导，使之形成习惯，同时还要经常督促和检查，帮助幼
儿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经常给孩子讲解安全方面的知识，
逐步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春节安全教育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活动准备：

1、图片

2、故事

3、儿童剪刀人手一把，画有裙子或汗衫的作业纸每人一张。



活动过程：

1、出示图片。

2、让幼儿说说画面上的物体和讲的事情。

3、幼儿讨论：为什么小孩子不能玩大剪刀?

4、幼儿操作：学妈妈裁衣服。要求幼儿沿着衣服的线条剪，
不用剪刀头对着别人，注意用剪刀时的安全。

附: 不玩大剪刀

妈妈用大剪刀剪花布，给点点做条背带裤。

点点学着妈妈的样子，用大剪刀剪报纸。“哎哟!”点点的小
手被大剪刀咬了一口，流血了。妈妈给点点包扎好伤口，还
对点点说：“不玩大剪刀，要用妈妈给你的安全小剪刀。”

点点用安全小剪刀剪彩色纸，剪了一朵漂亮的窗花。

活动反思：

在活动中教师能给予幼儿充足的、自由的探索的时间和空间，
并创设有利于并能推进活动开展的教育氛围。从活动的效果
来看，活动完成了预期的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
预期的成效，是一次成功的安全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