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安全教案安全标志活动反思 幼儿园
交通安全教案及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安全教案安全标志活动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认识常见的交通标志，了解标志的作用和特征。

2、通过模拟练习，初步掌握一定的交通规则。

3、形成初步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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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动画课件：红红闯红灯

2、事先拼接好的违反交通规则的录像

3、幻灯片：去秋游的场景布置活动过程：

活动过程：

1、边观看动画课件边讨论：



（1）妈妈带红红去红绿灯旁的广场玩，广场真漂亮，红红看
到花丛中有一只漂亮的蜻蜓。就去捉蜻蜓玩。蜻蜓飞到了马
路对面，红红一路追过去，马路上驶过一辆车，红红差点被
车撞上。

（2）为什么红红差点被车撞上？

教师小结：红红离开妈妈在马路上追蜻蜓，不遵守交通规则，
差点被车撞上，这样太危险了。

（3）组织幼儿讨论：如果你是红红，你会怎么办？

教师归纳：过十字路口要看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不管
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马路上追逐、玩耍，
不能乱闯红绿灯。

2、看录像，进一步了解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提问：小朋友真了不起，都知道过马路要看红绿灯，知道红
灯停，绿灯行，那你们还知道哪些交通规则呢？如果不遵守
这些交通规则会怎么样呢？播放录像，让幼儿讨论、回答。

3、看幻灯片，引导幼儿认识有关的交通标志。

教师出示各种交通标志的图片，请幼儿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试着说出这些分别是什么标志，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教师：
刚才小朋友说出了这些标志的意义，那到底说的对不对呢？
老师来告诉你吧！（教师仔细讲解每个交通标志的名称及意
义）

4、游戏——我指你说：教师指出标志图片，让幼儿说出标志
名称及含义，以让幼儿巩固复习。

5、情景模拟游戏"秋游去"。



（1）带领幼儿一边走一边根据场景提问，认识标记，巩固对
交通规则的认识。

场景一：人行道和车行道。教师：前面有两种路，行人该走
哪一种路？行人应该注意什么？

场景二：十字路口。要过马路了，我们应该怎么走？

场景三：天桥。这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走？

（2）顺利到达目的地

活动延伸：

户外活动和中小班小朋友玩遵守交通安全的游戏。

活动反思：

孩子们对交通安全有一定的认知，能较客观的认定其他人行
为的对与错。在活动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有了很大的进
步，尤其是对于自己比较了解的事情，语言的条理性很强。
由此可见，生活经验的积累对幼儿的思维、语言发展起着很
重要的作用。

安全教案安全标志活动反思篇二

家中停水时，要记得关紧水龙头，以防夜间睡着了，或白天
上班时来水，水漫寝室。

油炸食品时，应避免冷水滴入油锅，以免被爆起的油烫伤。

家庭垃圾装入垃圾袋，并定时放到指定的垃圾集中处。

搬运物品前，先做暖身运动，保护身体平衡;搬运时要量力血



行，并要注意正确姿势，避免因用力过猛或姿势不对扭伤腰
部。

整理物品，应注意归类、定位、定量摆放，并及时处理掉不
要的物品。

堆放物品时，笨重的或大件的应放在底层，较小的或常用的
物品则置于上方;长条物品要横放，会流动的要固定，易损物
品要另放，零散物品要先捆扎后叠放。

高压电危险。放风筝、钓鱼、安装电视天线、修剪树木时应
远离高压电线或变压器。发现断落电线，切勿靠近，更不可
碰触，而应立即通知供电部门处理。

不可在同一个插座上插多个插头;不可用铜线代替保险丝;万
一开关坏了，修理时切记先关掉总开关。

电炉或电熨斗用毕后，必须拔掉电源插头。

发生触电事故时，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尽快告知家人;若无
法立即关掉开关，可用干木棍、竹棒等将电源与触电者分开。

不可把小刀、剪刀、药品、火柴、热水瓶、茶具、灭蚊剂等
物品放在小孩能拿到的地方。

不要让小孩在楼梯上做游戏。

不要让小孩玩煤气炉、电器、电插座等。

不要让小孩钻进旧冰箱、大衣柜、大箱子里玩。

带小孩上街时，最好做个装饰布条，上面写小孩的姓名、家
庭住址、电话等，缝在小孩衣服上;大人外出时，切勿把小孩
单独锁在家里。



安全教案安全标志活动反思篇三

反思活动目标：

1、教育幼儿走在马路上要注意安全，初步培养幼儿的自我保
护意识。

2、培养幼儿清晰的口语表达能力及辨别能力。

3、幼儿能认识简单的交通标记并了解安全通过马路应遵守的
交通规则。

活动准备：挂图四幅，红绿灯标牌各一个。录像片一个

活动过程：

（一）导入：幼儿观看录像片，交通安全引起孩子们的关注。

提问：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发生的？

（二）展开：

1、出示挂图认识简单的交通标志：人行横道线、信号灯、停
车线等。

2、通过游戏《猜猜看》，来巩固对交通标志的认识。

3、提问：如何过马路？安全过马路有什么好处？培养幼儿的
自我保护意识。

（三）结束：进行体育游戏《红绿灯》，通过游戏，进一步
教育幼儿过马路要注意安全。

活动反思：



围绕目标, 在幼儿已有经验和新学的内容有关经验，创设有
利于幼儿发展自发主动的学习情景，让孩子在生活或类似的
情境中，产生学习的兴趣，打开幼儿多种感官通道视觉、听
觉、嗅觉、触觉、运动提供全方位的感受机会，让幼儿有丰
富的感受，通过实践、让幼儿体会和表达。

安全教案安全标志活动反思篇四

1、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知道在水边玩耍会发生的危险，学
习有关溺水安全的知识。

2、引导幼儿了解溺水安全内容，了解落水自救的常识，切勿
亲自下水做到基本的安全防护意识。

3、引导幼儿正确认识身边不遵守你睡安全的不良习惯现象，
提高幼儿对生活中的危险行有基本的辨别、判断能力。

1、安全教育课件《防溺水》

2、泳池、河塘、海边游泳图片

3、安全教育相关视频

1、教师通过谈话导入，引起幼儿对本次活动主题的预知感受，
通过热和流汗，找凉快的方法，幼儿在举例时便带入了本次
活动《防溺水》游泳、洗澡等关键词。

教师引导幼儿回忆夏天解暑的相关措施方法：吃冰激凌、冷
饮、西瓜、吹空调等等，教师注意引导幼儿说出游泳、洗澡
等词语。

2、教师出示教学课件《防溺水》，进入安全中心，观看小朋
友解暑凉快的'措施方法。



（2）你们会不会游泳呢？游泳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游泳的时
候你会带些什么？

在夏天游泳是让自己凉快的最佳方法！很多小朋友在爸爸妈
妈的带领下到泳池或者海边游泳，他们会穿着泳衣、带着泳
帽、还会带上游泳圈。

带游泳圈是为了防止溺水做的安全措施！小朋友是不可以自
己去泳池游泳、河边下河洗澡的，如果没有大人的陪同，很
容发生溺水的危险！会被水淹死，失去生命！

3、教师出示安全课件，进入安全钥匙环节，教师引导幼儿观
看溺水安全的视频动画，引导幼儿回答相关问题，引导幼儿
深入了解溺水安全相关知识。

（1）看看图中的小朋友，她在什么地方玩耍？后来发生了什
么事情？

两个小朋友贪玩自己跑到河边去玩，一个在河边捉小鱼、一
个小朋友正在水里游泳，而身边没有大人的陪同！然而，危
险就发生了，捉鱼的小朋友不小心溺水，游泳的小朋友也被
水给冲走了！

（2）欢欢很想去游泳，但欢欢是怎么做的呢？你们觉得他这
样对的吗？

欢欢很想游泳，但是爸爸妈妈都告诉欢欢，小孩不能一个人
在水边玩耍、在水里游泳！欢欢的爸爸在周末时就带欢欢到
正规的游泳池里游泳解暑，游泳池里很安全，欢欢带着游泳
圈，爸爸在一边教欢欢游泳和保护欢欢，这样做很对，欢欢
不会发生溺水的危险！

4、活动小结：教师引导幼儿了解游泳还需要注意，在泳池游
泳时不离开家人的视线、不在泳池场里乱跑、泳池边玩水嬉



戏，池边很湿很滑，容易摔跤和掉进泳池，不注意这些安全，
也会发生溺水的危险！

1、教师出示教学课件，进入拓展安全温馨提示环节，根据画
面提示，引导幼儿说说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小朋友自身能力有限，还不具备下水救人的条件，盲目下水
自己也可能会发生溺水危险。如果有小朋友溺水，可以呼叫
身边大人，或者拨打110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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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案安全标志活动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在交流活动中认识常见的交通标志。

2、体验交通规则的重要性，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3、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活动准备：

1、布置活动场景。

2、收集各种交通标志(照片或图片)。

3、字卡：交通安全、红灯停，绿灯行、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汽车道。

活动过程：

一、展开联想，揭示活动主题

1、出示交通事故图片，请幼儿仔细观察。

提问：孩子们，刚才你们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2、多么可怕的车祸，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们一定
要注意交通安全。(出示字卡“交通安全”)

二、在活动中体会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1、观看情景表演

老师请出表演者，其余幼儿观看表演。

(1)孩子们，刚才你们看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2)如果生活中也是这样可不行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3)(出示信号灯)这是什么?有什么用?



谁能编句儿歌来说说信号灯的作用。

2、认识十字路口，

你认识这些道路吗?道路上有什么?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汽车道)

过十字路口时，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三、初步了解常见交通标志的作用

2、幼儿讨论

四、延伸活动

1、刚才我们认识的交通标志对维护交通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
!.快思.教案网出处!车辆的顺畅，人们的生命安全，更离不
开交通警察。老师也要向交警叔叔学一些指挥交通的本领，
请小朋友仔细看，猜一猜是什么意思。

2、老师来当交通警察，请小朋友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听警察
叔叔的指挥，一起动一动吧!

活动反思：

孩子们对交通安全有一定的认知，能较客观的认定其他人行
为的对与错。在活动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有了很大的进
步，尤其是对于自己比较了解的事情，语言的条理性很强。
由此可见，生活经验的积累对幼儿的思维、语言发展起着很
重要的作用。但通常这样的活动，多数幼儿是围绕老师的指
导来达成安全知识的学习的，缺乏一定的趣味性，不利于幼
儿主动性和参与性的发挥。因此，在此活动中加入了情境表
演的环节，使原本比较枯燥的数学活动因为融入了孩子比较
熟悉并且比较感兴趣的内容，而显得格外有趣。在情景表演



中，孩子们都表现得很认真和投入，孩子们的积极性也被极
大的调动了起来。由此可见，教师在设计活动的时候，要把
孩子的兴趣因素更多地考虑进去，牢记“兴趣是幼儿学习的
动力”这一观点。在以后的活动中，教师应该多尝试使用这
种活动形式，引发幼儿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