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消防安全教案及反思总结 幼
儿园消防安全教案大班反思(优秀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难写？这里给大家分享
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园消防安全教案及反思总结篇一

活动目标：

1、训练跑的能力，发扬合作精神;

2、体验消防队员救人时的紧迫心情与救人后的快乐

3、增强安全意识，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危险的地方玩耍。

4、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活动准备：小筐、布娃娃、篮子

游戏玩法：把幼儿分成2-4组扮演消防员，老师把与小组数目
相等的布娃娃放在消防小筐里作为等待救的人员。老师发出
口令后，幼儿跑向前方取一个布娃娃，并折返原位放入救出
人的篮中;完成后，与下一位组员击掌，继续游戏，直到全部
布娃娃运送到篮内，看那一组快。

游戏提示：每组可以用不同颜色的布娃娃来区分，可请幼儿
在运送时模仿消防车的鸣叫声，增加活动的乐趣与紧张气氛。

教学思：



设计这个活动时，我首先根据小班幼儿的已有生活经验与认
知发展水平，将目标定位为：了解行人在马路上应该遵守的
一些交通规则，培养初步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由于
小班幼儿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因而活动内容不能过于繁
杂，而应简单明确。为此，我选择了幼儿日常生活中经常会
遇到的场景，教育幼儿不在马路上玩耍，要走人行道，过马
路要走斑马线等。我采用直观图片、情景模拟游戏等引导幼
儿参与活动，让幼儿了解交通知识。正所谓实践出真知，所
以我在活动后请家长在平时生活中引导幼儿，而且做给孩子
看，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实现家园共育，以增强幼儿的安全
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幼儿园消防安全教案及反思总结篇二

知道什么是火灾，认识不同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及位置。

初步掌握发生火灾时的逃生求救方法，了解消防安全。

学唱消防安全小儿歌，注意消防安全，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有基本的安全意识，知道每层楼都有一些消防器
材。

课件准备：“消防器材”组图；“消防标识”组图；“易燃
品”组图；《防火小儿歌》。

活动过程

师幼讨论，引导幼儿了解什么是火灾。

——你们知道什么是火灾吗？火灾都有哪些危害呢？



小结：“火灾”是指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灾害性燃烧
现象。在各种灾害中，火灾是最经常、最普遍地威胁公众安
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灾害之一。火灾是很危险的，当小朋友
碰上的时候，一定不要惊慌。我们要想一些办法离火灾远一
点。

出示组图“消防器材”，引导幼儿初步认识消防器材。

——消防器材有哪些？它们一般放置在哪里呢？

小结：当发生了火灾，可以用灭火器、消火栓、消防水袋等
消防器材灭火。它们一般都放在走廊显眼的位置。

师幼讨论，火灾发生后该如何应对。

1.掌握逃生方法，学会自救。

1）发生火灾时，尽快逃离，不能在床底下、家具内躲藏。

2）火势不大时，要披上浸湿的衣服向外冲。

3）尽快跑往楼外，不要乘电梯，不要盲目跳楼。

4)用湿毛巾等捂住口鼻、沿着墙壁，弯腰走或匍匐前进。

5)身上着火，脱去着火衣服，就地打滚。

2.知道火警电话及其由来，懂得发生火灾时要及时报警求救。

——大家已经知道火警电话是119，那么大家知道关于119的
故事么？

——报火警的时候怎么跟消防员叔叔说呢？

小结：报火警的时候不要着急，要把地址说清楚。如果不懂



的可以提醒身边的大人去打电话。及时的救火很重要，要第
一时间拨打电话119报火警。

师幼讨论“防安全注意事项”，出示组图，引导幼儿进一步
了解消防安全。

1.师幼讨论“防安全注意事项”。

1）不玩火，不要随身携带火柴等火种。

2）不在阳台、楼道内和其他禁放场所燃放烟花爆竹。

3）不乱动、不损坏公共消防器材。

4）进入公共场所要注意消防安全标志、记住疏散方向。

5）呼救的时候，在窗口、阳台等容易被人看见的地方呼救。

2.出示组图“消防标识”，引导幼儿认识。

3.出示组图“易燃品”，引导幼儿了解生活中有哪些易燃品。

带领幼儿读念《防火小儿歌》，进一步巩固幼儿自我保护能
力。

1.师幼念儿歌。

2.防灾知识小问答。

活动延伸

区域活动

语言区：投放消防器材和消防标识的图片，引导幼儿说一说
不同消防器械的使用方法以及不同的消防标识表示的不同含



义。

日常活动

1.观察校园里有哪些地方装有消防器械，说一说不同消防器
械的用法。

2.观察疏散指示标志的方向，进行消防安全演练，学习用湿
毛巾掩护口鼻的逃生方法。

家园共育

家长配合，引导幼儿了解家里及公共场所的消防通道及消防
器材，提高消防安全意识。

幼儿园消防安全教案及反思总结篇三

教学目标：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
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幼儿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教学重点：学习溺水安
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4.知道哪些地方存在危险，不能去玩耍。

5.增强安全意识，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危险的地方玩耍。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对，现在是夏季,天
气渐渐变得很热了,你们热了怎么办?可是今年有好几个小朋
友因为热就悄悄去河里、池塘里洗澡，你们想知道他们去洗
澡发生了什么事吗?告诉你们，今年涪陵有好几个小孩下河洗
澡被淹死了，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好可
怜，老师伤心，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很伤心。

二、防溺水教育小朋友们，我们怎样使自己不会发生溺水事
故呢?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老师先向幼儿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教育幼儿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池塘、无盖
的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自或结伴到池塘边钓鱼、游
泳、玩水。

(2)教育幼儿在来园、离园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下江游泳。

(3)我们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很多同学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
有幼儿不慎掉进江河、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我们不能擅
自下水营救,应声呼唤成年人前来相助或拨打"110"。

(二)、老师谈谈事例，并由幼儿扮演小品本学期××学校在
周末，几名幼儿到讲河边钓鱼玩，有两名幼儿不慎溺水死亡。
这个悲惨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什么?这几个同学违了哪些安全规
则?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1)议一议：

这几个小朋友违了哪些安全规则?

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2)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3)由这个事实谈谈我们的心得体会。

(三)、说一说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三、小结：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什么?

教学思：

活动前，我准备了相关图片，以直观图片让幼儿了解在水边
玩很危险以及如何避免溺水。导入活动时，我先用谈话的方
式引导：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才不会发生溺水事件;然后通过
出示不同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的溺水危险，逐图出示，让孩子
先讨论后回答，问孩子图中的小朋友做得对不对，应该注意
什么，该怎么做。简易的图画，简易的语言可以让幼儿更加
方便理解，加深印象。

(2)教师小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
希望你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
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幼儿园消防安全教案及反思总结篇四

1、知道火柴、打火机、厨房灶具等用品使用不当会有危险。

2、不碰触易燃、易爆的用具，教育幼儿不玩火。

3、学会如何应对火灾，知道如何在火场逃生。

4、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1、打火机、蜡烛、纸张等实验用品。

2、湿毛巾、灭火器活动过程一、谜语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兴
趣。

一、身上穿红袍，脾气真暴躁。惹起心头火，一跳八丈高。
（火）请幼儿讨论火有什么用处：可以帮我们做饭，可以取
暖，可以放烟花，可以烤干衣服，可以烤熟食物等等。那火
除了对我们有好处，有没有害处呢？请幼儿讨论火的危害：
火能烧掉房屋、家具，火能烧死人，火可以烧掉森林等。

二、认识生活中的易燃物品和家中的主要火源。

1、观察小实验“纸的燃烧”，帮助幼儿了解有些物品很容易
被引燃，认识火源和易燃物品。

老师用打火机将蜡烛点燃，将一张纸放在蜡烛的上方，让幼
儿观察纸的燃烧过程。

2、提问：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东西是火源？（打火机、火
柴、鞭炮、蚊香）那些东西可以燃烧？（纸、棉花、衣服、
煤炭、汽油等）小结：在我们的家中经常会有打火机、火柴、
煤气炉等火源，还会有抹布、纸张、塑料、木制品等易燃物
品。火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但是如果不会正确使
用火，火娃娃也会生气，给我们带来伤害。所以小朋友不能
玩火。

3、讨论如果发生了火灾，我们应怎么办？如何逃离火灾现场？
小结：如果出现小火，我们可以求救大人用水扑灭、用湿布
扑灭、用灭火器扑灭……如果出现大火，我们要拨打求救电
话119，并迅速逃离现场。逃离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嘴巴。



三、消防逃生演练在教室里点燃废纸，让幼儿迅速用湿毛巾
捂住嘴巴，老师手提灭火器灭火，孩子迅速按逃生路线逃离
现场。

幼儿园消防安全教案及反思总结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演习，训练教师和幼儿在紧急状况下有序地通过安全
疏散通道。

2、教育幼儿遇到危险时能听从老师的指挥，作出基本的自救
行为。

3、培养教师和幼儿相关的安全意识和保护能力。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1、知道火灾中自救的基本常识。

2、熟悉本班的逃生路线。

活动过程：

1、警报响起，教师迅速做好准备工作。

2、教师即刻停止一切活动，组织幼儿迅速按规定的疏散线路
带领幼儿有序下楼，集中到操场安全地带，再清点人数。

3、在规定的`时间内，确保幼儿快速、安全、有序地脱离受
灾地点，做到无遗漏、无丢失、无伤害。



活动反思：

在这次消防演习活动，给幼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让幼
儿在活动中增强了自救能力，也加强了对消防安全知识和应
急能力。通过这次活动的开展，我觉得在演练时，幼儿没有
演习的经验，导致幼儿没有认真地投入扮演角色。而且内容
比较单一，声音比较小，只有报警声，没有其它的内容（如
人造化的火灾实景），缺乏火灾的真实性，如果在走廊上放
一只冒烟的炉子或用一个大的铁罐里放柴点燃，那效果就更
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