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中暑安全教案反思中班(通用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
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防中暑安全教案反思中班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随便吃药的危险性。

2、懂得生病时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服药，不可多服或误服，了
解多服或误服的危害性。

3、分享制作小药箱的快乐。

4、激发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表达、交流的兴趣。

5、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意识。

活动准备：

1、收集社会上因吃错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2、制作小药箱的材料：纸，固体胶，剪刀，彩色笔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

——教师：“春天来了，天气一会热，一会冷，我们很多小
朋友都感冒生病了，看看我们的小药箱里都放着各种各样的



药品。这些药呢，都是我们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拿来给老师的，
然后老师帮小朋友们做好服药记录，饭后给小朋友按量服用，
这样小朋友就不会吃错药了，可是有一个名叫牛牛的小朋友，
他却乱吃药，下面就让老师给小朋友们牛牛乱吃药的故事。

二、教师讲述实例，引导幼儿分析实例

1、教师讲述实例：牛牛一个人在家，突然肚子不舒服，他打
开家里的小药箱，看到了一种妈妈曾经给他吃过的药，牛牛
想：上次感冒时妈妈就是给我吃这样的药，病就好了，现在，
我把这个药吃下去，肚子就会舒服的，牛牛拿起药想吃。

2、幼儿讨论：牛牛能吃这种药吗？为什么？

答：不能，因为

（1）吃药必须在大人的看护下吃药

（2）因为病情不一样，上次是感冒，这次是肚子不舒服

（3）吃下去会中毒的。

小结：药物种类很多，每一种药都有不同的用法来治疗一个
病。但不能乱吃药、乱用药，用错了药、吃错了药，不但治
不好病，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麻烦，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3、如果你是牛牛，你会怎么办？

（1）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2）叫邻居的叔叔阿姨带你去医院。

（3）打120。

三、教师讲述乱吃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1、讨论：生病吃药时要注意些什么？（要听医生的话，吃药
时要有大人帮助，小朋友不能自己拿药、自己吃药）

2、请幼儿当医生，说说怎样吃药才安全？

四、制作小药箱

1、教师引导幼儿收集一些纸箱。

2、与幼儿一起制作小药箱。

防中暑安全教案反思中班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随便吃药的危险性，懂得生病时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服
药，不可多服或误服，了解多服或误服的危害性。

2、分享制作小药箱的快乐。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收集社会上因吃错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2、制作小药箱的材料：纸，固体胶，剪刀，彩色笔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



教师：“春天来了，天气一会热，一会冷，我们很多小朋友
都感冒生病了，看看我们的.小药箱里都放着各种各样的药品。
这些药呢，都是我们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拿来给老师的，然后
老师帮小朋友们做好服药记录，饭后给小朋友按量服用，这
样小朋友就不会吃错药了，可是有一个名叫牛牛的小朋友，
他却乱吃药，下面就让老师给小朋友们牛牛乱吃药的故事。

二、教师讲述实例，引导幼儿分析实例

1、教师讲述实例：牛牛一个人在家，突然肚子不舒服，他打
开家里的小药箱，看到了一种妈妈曾经给他吃过的药，牛牛
想：上次感冒时妈妈就是给我吃这样的药，病就好了，现在，
我把这个药吃下去，肚子就会舒服的，牛牛拿起药想吃。

2、幼儿讨论：牛牛能吃这种药吗？为什么？

答：不能，因为（1）吃药必须在大人的看护下吃药（2）因
为病情不一样，上次是感冒，这次是肚子不舒服（3）吃下去
会中毒的。

小结：药物种类很多，每一种药都有不同的用法来治疗一个
病。但不能乱吃药、乱用药，用错了药、吃错了药，不但治
不好病，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麻烦，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3、如果你是牛牛，你会怎么办？

（1）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2）叫邻居的叔叔阿姨带你去医院。

（3）打1204。教师总结

三、教师讲述乱吃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1、讨论：生病吃药时要注意些什么？（要听医生的画，吃药



时要有大人帮助，小朋友不能自己拿药、自己吃药）

2、请幼儿当医生，说说怎样吃药才安全？

四、制作小药箱

防中暑安全教案反思中班篇三

设计意图：

药品是幼儿日常经常接触的物品，花花绿绿的药品会让幼儿
误认为是糖而吃进肚子里。近阶段幼儿园吃药的小朋友人数
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有些幼儿看见别人吃药也会觉得很好玩，
也有的幼儿感觉到老师喂药是和老师一次亲近的机会，因此
出现有的小朋友在不生病时也拿一些药来吃，针对这些事件，
我觉得有必要让幼儿了解一些药品的常识和吃药的安全，以
此来提高幼儿判断事物的能力，从而提高幼儿对事情的预见
性，预防悲剧的发生。

幼儿生活在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的环境之中，意外事故的发
生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通过学习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和
技能，变消极躲避为积极预防，就能够把各种意外伤害发生
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我设计了这个《吃药安全》
的安全活动。

活动目标：

1、了解随便吃药的危险性，

2、懂得生病时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服药，不可多服或误服，了
解多服或误服的危害性。

3、分享制作小药箱的快乐。



活动准备：

1、收集社会上因吃错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2、制作小药箱的材料：纸，固体胶，剪刀，彩色笔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

——教师：“春天来了，天气一会热，一会冷，我们很多小
朋友都感冒生病了，看看我们的小药箱里都放着各种各样的
药品。这些药呢，都是我们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拿来给老师的，
然后老师帮小朋友们做好服药记录，饭后给小朋友按量服用，
这样小朋友就不会吃错药了，可是有一个名叫牛牛的小朋友，
他却乱吃药，下面就让老师给小朋友们牛牛乱吃药的故事。

二、教师讲述实例，引导幼儿分析实例

1、教师讲述实例：牛牛一个人在家，突然肚子不舒服，他打
开家里的小药箱，看到了一种妈妈曾经给他吃过的药，牛牛
想：上次感冒时妈妈就是给我吃这样的药，病就好了，现在，
我把这个药吃下去，肚子就会舒服的，牛牛拿起药想吃。

2、幼儿讨论：牛牛能吃这种药吗？为什么？

答：不能，因为

（1）吃药必须在大人的看护下吃药

（2）因为病情不一样，上次是感冒，这次是肚子不舒服

（3）吃下去会中毒的。

小结：药物种类很多，每一种药都有不同的用法来治疗一个



病。但不能乱吃药、乱用药，用错了药、吃错了药，不但治
不好病，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麻烦，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3、如果你是牛牛，你会怎么办？

（1）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2）叫邻居的叔叔阿姨带你去医院。

（3）打120。

三、教师讲述乱吃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1、讨论：生病吃药时要注意些什么？（要听医生的话，吃药
时要有大人帮助，小朋友不能自己拿药、自己吃药）

2、请幼儿当医生，说说怎样吃药才安全？

四、制作小药箱

1、教师引导幼儿收集一些纸箱。

2、与幼儿一起制作小药箱。

防中暑安全教案反思中班篇四

1、认识并会拨打119。120。110等急救电话，明白在什么危
险时拨打什么号码。

2、明白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我，如何逃生。

3、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本事。

活动重点：幼儿认识并牢记119。120。110等急救电话。明白
并学会在危险面前保护自我，学会逃生。



活动难点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本事

活动准备：

1、119、120、110号码片、玩具电话、小动物头饰，小手绢
人手一份。

2、警笛声录音、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图片、逃生录像及图
片。

活动过程：

第一个环节：听警笛声，激起幼儿兴趣，引出主题。

1、出示警车警笛声。

师：小朋友，教师今日早上来幼儿园的路上听到一种奇怪的
声音，你们想不想听听。（出示警笛声）

2、让幼儿讨论这是一种什么声音，是什么发出的这种声音。

3、依次出示消防车、救护车的声音。提问：这三种声音一样
吗？引导幼儿仔细听一听每种声音的不一样并进行讨论。

4、鼓励幼儿大胆进行猜测，这三种不一样的声音代表了什么

5、出示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图片，让幼儿更进一步了解警
笛声代表了什么？让幼儿了解每种车发出的警笛声不一样，
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

教师进行小结：每种不一样的警笛声代表的急救方法是不一
样的，它们的车型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环节：认识110、119、120急救号码



1、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图片车上的号码。

师：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注意在不一样的车上有三种不一样的
数字。（出示图片）

2、鼓励幼儿说一说这些数字，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

3、出示号码片加深幼儿的认识。

4、出示图片，让幼儿进行连线

师：小朋友，咱们刚才认识了110。119。120三种不一样的急
救号码，此刻教师要考考你们，看看谁记清楚了哪种车上是
哪种号码，哪种号码代表了哪种救护方法。（出示图片，让
幼儿进行连线）

5、请幼儿做评判看一看连线对不对，说出自我的理由。

第三个环节：加深印象，幼儿分组进行场景表演

1、设置场景，幼儿分组进行讨论分析，并一名幼儿回答讨论
的结果。

（1）小鸭花花发现小兔家失火了，花花应当做些什么？（策
略）拨打火警电话119，说清楚发生火灾的位置，请消防员帮
忙。

（2）小牛噜噜发现小狐狸偷了母鸡家的两个鸡蛋，该怎样办？
（策略）拨打报警电话110，请公安叔叔来抓坏人。

（3）小松鼠在路上发现了受伤的山羊公公，应当怎样做呢？
（策略）拨打急救电话120，请医生来救护山羊公公，并在医
生来之前先陪伴山羊公公。

2、幼儿自由分组，选择喜欢的小动物头饰，进行场景表演。



3、请几组幼儿为大家进行表演

在进行情景表演时教师可提醒幼儿如何正确拨打求救电话，
叙述事情时尽量要完整，准确。

第四个环节：观看自然灾害图片及逃生录像，学会逃生。

师：小朋友，咱们此刻已经学会了发生危险时的求救方法，
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应对危险，明白发生危险时该如何撤离
危险地带、如何保护自我，此刻咱们来观看一些自然灾害图片
（出示幻灯片）。

1、引导幼儿观看并说出这是什么危险。

2、鼓励幼儿说出遇到这种危险时该怎样做。（幼儿团体讨论）

3、观看逃生录像，在观看中提醒幼儿注意观察小朋友的动作。

4、让幼儿讨论为什么要这么做，请幼儿进行模仿。

第五个环节：活动结束，到户外进行演练

小朋友咱们今日不仅仅认识了不一样的求救电话，还在室内
进行了火灾、地震逃离方法，此刻咱们去户外练习一下吧。

防中暑安全教案反思中班篇五

1、引导幼儿认知三种交通标志，初步了解马路上的基本交通
安全知识。

2、教育幼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活动准备：

1、幼儿已有交通生活经验。

2、课件：《交通安全很重要》

3、实物：交通安全标志图片、玩具方向盘。

活动过程：

(一)引题激趣。

1.教师以带领幼儿外出旅行为话题，引入课件。

2.(播放课件)幼儿观察课件内容，初步了解过马路的时的危
险状况。

3.通过课件，引出“熊猫博士”这一交通出行的专家，带领
幼儿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二)观察讨论。

1、(播放课件)幼儿观察、认识马路上的红绿灯、人行道。

提问：这是什么地方?怎样过去才安全?

2、认识常见的三种交通安全标志。

出示标志：禁止行人通行、人行横道、步行街三种人行交通
标志，让幼儿学习认识并了解它们的作用。

(2)教师小结。



4.乘车安全要注意

(1)幼儿自由讨论有关乘车的安全。

(2)请个别幼儿说一说乘车时应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播放课件：小朋友把头伸到窗户外看风景。

提问：这样乘车好不好?为什么?他该怎么做?

播放课件：小朋友在出租车上随便开门。

提问：他这样做对吗?为什么?他该怎么做?

(三)体验互动。

2、(展示电脑小游戏“马路上的交通意外”)通过多媒体课件
展示角色出行的对比图片，让幼儿找一找、说一说，判断课
件中角色出行的正确和错误，错在那里、怎么改正等。

(四)模拟游戏：《快乐的旅行家》

1、教师：让我们背着行李，一起出发吧!

2、马路情景创设，结合已认识过的交通标志师生做出应有的
反应。

活动延伸：

师：“马路上还有很多标志!我们再去找找吧!”

防中暑安全教案反思中班篇六

为加强我园安全教育工作，增强幼儿的安全意识，预防和杜
绝溺水事故的发生，根据教育局及乡政府文件精神，结合我



园实际，经园务会研究决定，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和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把维护幼
儿园安全稳定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以更强烈的责任心、
更务实的作风、更有效的举措、切实抓好防溺水工作，做到
思想认识到位，工作落实到位，问题解决到位，坚决遏制幼
儿溺水事故。

学校要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从

幼儿园成立安全教育预防发生溺水事故工作小组，负责幼儿
园安全教育、防溺水事故活动的'组织。

领导小组名单：

组长：薛江红

副组长：孙建新

成员：耿金平、耿雪娜、李金花

1、利用教学活动对幼儿和家长进行预防溺水安全教育。要求
家长与学校密切配合，加强幼儿放学后、双休日、节假日的
安全管理。如去有水的地方玩耍，必须要有家长的陪同，确
保孩子的人身安全。

3、教育幼儿不要在放学、上学时段私自结伴，在没有任何保
护措施的情况下去游泳。讲清危害和周围幼儿园学生和幼儿
园幼儿私自外出游泳发生溺水事故的教训，防患于未然。

4、各班教师上课前要清点幼儿人数，对未到园的幼儿要查明
原因，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学校实行严格的门卫制度，幼
儿在校期间决不允许随便出入校园。确保幼儿在校园期间的
安全。



1、如果幼儿因游泳而发生溺水事故，第一个发现者应立即呼
救并设法营救，但应当注意保护自己，同时要报告幼儿园。

2、幼儿园接到幼儿溺水的报告后，应立即赶往事故现场，组
织救援，并立即向镇中心校报告，必要时拨打110、120求救。

3、动用一切器材对溺水者进行营救，给溺水者做人工呼吸，
尽快救醒溺水者，减少伤亡程度。

4、第一时间通知溺水者家长。

5、尽快将溺水者转移到附近的医院去治疗。

6、如果发现溺水者死亡，必须马上如实地向上级主管部门报
告死亡情况，并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事故后的处理工作。

教学主要是通过教师课件演示、学生讨论、角色扮演来完成，
使学生认识到了在河道、水渠、池塘、水井、水池、水库中
嬉水落水的危险；知道了在路上的井盖以及开放性水域无明
显警告标志与隔离栏的地方危险性大；不会游泳，游泳时间
过长，疲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
水漩涡很容易造成溺水事故。让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溺水自救
与预防知识，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但，安全教育不是一二节
课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将安全工作
细致化、常态化。生命安全，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