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安全教育日教案及反思(实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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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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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安全教育日教案及反思篇一

1、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2、教育幼儿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不给陌生人开门、不
跟陌生人走。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1、图片1幅。

2、儿歌《陌生人》。

1、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并讲述图片内容。

提问：图片上有谁?

他们在干什么?

姐姐为什么摆手?教师进行小结：姐姐不要陌生人的东西，她



怕陌生人会伤害她。

2、学习儿歌《陌生人》

(1)、告诉幼儿老师有一首关于《陌生人》的儿歌，请大家一
起欣赏。

(2)、请幼儿跟老师学习这首儿歌，并能把这首儿歌说给小弟
弟、小妹妹听。

3、引导幼儿讨论：陌生人为什么会送礼物个小朋友?我们为
什么不要陌生人的.东西?引导幼儿展开讨论，让幼儿知道陌
生人给小朋友礼物是有目的的，有的想骗小朋友离开妈妈、
爸爸;有的想骗小朋友到他家里去偷他家的东西。教育幼儿不
要被陌生人送的礼物迷惑，而上当受骗。

儿歌：陌生人

陌生人给吃的，我不要

陌生人领我走，我不去，

陌生人送礼物，我不要，

陌生人来敲们，我不开。

4、总结：当小朋友在家的时候要谨防陌生人敲门，切忌给陌
生人开门，在外面玩时也千万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这是小朋友的安全也是为了家庭的安全!

活动反思：

通过这堂课，使小朋友们明白了，陌生人给我们的东西千万
不能要、东西更不能吃到嘴里、更不要随随便便就给陌生人
开门和跟陌生人一起回家等!陌生人都是不熟悉和不认识的人，



说不定全是有目的性的，有的陌生人会把小朋友偷偷带走，
让小朋友找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有的陌生人会跑到小朋友
家里去偷东西，我们可千万不要上了陌生人的当!

大班安全教育日教案及反思篇二

幼儿都是好动的，并且还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这就往往会
出现受伤的情况，尤其是户外活动，幼儿在大自然中更是兴
奋，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今天活动课我带小朋友四处去找寻蚂蚁了，正在为我的决定
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成建棋小朋友举着一根手指哭着走过
来：“老师，胡艺莹用石头砸我的手”听到有这门恶劣的行
为发生我气氛的把胡艺莹叫来，问他怎么回事。原来胡艺莹
想看看石头底下有没有蚂蚁想帮忙，这时胡艺莹没有拿住石
头就砸到了他的手，听完过程我没有过多的批品胡艺莹，对
成建棋安慰了一下，给特贴了个创口贴。看到没有其他的状
况，我的心总算落地了。

事情虽然过去了，幼儿的家长也没有太多的责备，但是我总
在想：为了避免幼儿受到伤害，就不应该给幼儿自由活动的
空间，但是总是一味的对幼儿进行保护，就会扼杀孩子这种
自我保护的意识，幼儿年龄虽小但应该让幼儿尝试挫折，勇
敢的面对小磕小碰，不要学的太娇气，当然教师要随时对幼
儿进行自我保护的知识宣传，让幼儿懂得远离危险，避免危
险。也感到有些吃力。

一、活动目的：

为了更好地提高留守儿童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我校
将围绕“珍爱生命，安全第一，创和-谐校园”这一主题及有
关安全的热点问题，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通过一系列内容丰
富、形式活泼的活动，使留守儿童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树



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护自救能力，并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强化学校各项安全工作。

二、活动时间： 2011年10月8日

三、活动主题： 珍爱生命，安全第一，创和-谐校园。

四、活动要求： 1、加强领导，完善学校各项安全条例，有
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学校各部门及全体教师
密切配合，努力将活动落到实处。 2、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
育，通过丰富多彩的安全教育活动和防范训练活动，不断提
高师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3、学校结合安全教育活动，
加强自查自纠，再次对本校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预防校园
安全事故，做到有检查、有记录、有落实整改的措施。 4、
各班将开展“安全教育活动”的情况做好宣传。

五、安全教育活动安排：

一、导入

1、教师：小朋友，你最喜欢吃什么？

教师：如果一个陌生人给你一个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你吃吗？
为什么？

二、讨论

让小朋友们讨论以上问题及下列问题。

“那你不帮助他，你还是好孩子吗？”

“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三、陌生人的花招



针对教师按教材自编的情景，让小朋友们讨论：他们会怎么
办？

四、容易造成的伤害

老师告诉孩子们容易造成的伤害：容易被迷昏或绑架、致命、
被拐卖等（结合场景）

五、自我保护措施

1、启发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

2、避免与陌生人单独接触。

3、赶快走到有人或人多的地方并大声呼救。

4、打110-报警电话。

六、活动过程：

（一）、导入

1、教师：小朋友，你最喜欢吃什么？

教师：如果一个陌生人给你一个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你吃吗？
为什么？

（二）、讨论

让小朋友们讨论以上问题及下列问题。

“那你不帮助他，你还是好孩子吗？”

“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三）、陌生人的花招

针对教师按教材自编的情景，让小朋友们讨论：他们会怎么
办？

（四）、容易造成的伤害

老师告诉孩子们容易造成的伤害：容易被迷昏或绑架、致命、
被拐卖等（结合场景）

（五）、自我保护措施

1、启发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

2、避免与陌生人单独接触。

3、赶快走到有人或人多的地方并大声呼救。

4、打110-报警电话。

（六）、校长组织张贴安全防范图片展

学生都认真阅读图片上的内容，并从中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

大班安全教育日教案及反思篇三

水，是自然的精灵，可也是把人们卷入死亡的恶魔，给人类
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溺水事故，是现在人类最为苦恼的.事件。

今天，我和妈妈就观看了“安全视界”栏目，防溺水篇。很
有感触。

经过统计，全国的小学生在死亡事件中有64%的小学生都丧生
于溺水事件，大部分溺水者都丧生于几条不知名的水域。



通过这个动画片，我觉得溺水事件非常恐怖，它让无数个小
生命丧生于水底，还让无数的溺水伤亡者的家人悲痛欲绝。

以上这些不良行为，同学们一定不能去做哦!有见到一定要阻
止。现在我向大家呼吁，甚至向整个国际社会呼吁：珍爱生
命，防止溺水!

大班安全教育日教案及反思篇四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很多河啊湖啊池塘啊，看上去似乎平
静，也不深，其实里面有坑，有漩涡……只要我们一接触，
就有可能溺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

要是我们不小心落水了，也千万不要慌张，首先，把身上的
重物抛弃，双手和双脚保持滑动，当你感到上浮时，就要立
刻把嘴巴和鼻子浮到水面上，尽量用嘴巴吸气，用鼻子呼气，
并大声喊救命。

同学们，珍惜生命吧！它只有一次，不要去危险的'地方游泳，
安全小常识一定要牢记，这样，我们才会过上安全、幸福的
生活。

大班安全教育日教案及反思篇五

现今的生活中潜藏着许多难以预测的危险，时时刻刻威胁着
我们的孩子。孩子在生活和游戏中，也常常由于缺乏对危险
的预见及应变能力而导致身心受到伤害。如何帮助孩子了解
意外发生的原因，认识潜在的危险，教导他们处变不惊，勇
敢冷静的面对突发状况，及采取相应对策。避免伤害事故发
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由此，主题活动保护自己孕育而生并
有目的地展开。

我们设计组织的'你学会了吗？这一教学活动，旨在从幼儿具
体生活事件着手，调动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把情感、认知、



行为、能力的培养统一起来，以儿童积极体验为中心，将教
育过程的知识性、趣味性、情景性和活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发挥儿童学习的主体性，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首先，引导幼儿将日常社会生活常发生的具体事件进行分类。
知道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会迅速求助相关部门。再利用游戏、
情景表演等幼儿感兴趣的方式，学习拨打110、120、119电话
进行求救的正确方法。最后再通过演习的方式，让幼儿亲身
体验并学用一些自我保护的技能。锻炼幼儿面临意外事件时
的快速反应能力。从而提高幼儿安全意识，达到学会生存技
能的目的。

1、通过活动让幼儿学会一些简单的自救本领。

2、学会如何正确拨打110、120、119电话进行求助。

3、培养幼儿面对危险保持镇定的勇气及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初步懂得做事要小心，遇到意外不慌张，并设法解决。

1、各种有关意外事件不同内容的小图卡若干，录象机、电视
机各一台。

2、有关保护自己的主题环境创设：墙壁上画
有110、119、120的标志栏目。

3、记录卡、铅笔若干，毛巾、水等；玩具电话两部；用纸箱
做的110、119、120车各一台；报警器一部。

一、幼儿自由观看图卡，讲述及分类活动。

1、老师和幼儿一起观看四周小图卡，提出问题：图片中发生
了什么事情？



2、幼儿与同伴、与老师讨论相关内容及解决方法。

3、请幼儿根据自己的判断将图卡贴在墙上110、119、120警
示圈内。

4、老师与幼儿共同交流、小结。

二、学习辨别判断突发事件，知道发生时会迅速地求助相关
部门。

1、游戏快速反应选号码。老师讲解游戏要求：根据录象播放
的事件内容及顺序，在色卡上写上相应的电话号码。

2、播放录象，幼儿快速判断、记录。

3、老师与幼儿共同评议。

三、学习拨打求助电话的方法。

1、幼儿自由讨论，明确拨打求助电话的正确方法并进行练习。

2、老师与幼儿共同进行情景表演，加深印象并提高相应技能。

1）设置110、119、120监控中心。

2）设计家中火警、某公园老人晕倒、小偷行窃、街头诱拐儿
童等情景。幼儿扮演相应角色，并正确报警、出警。

四、消防演习1、警报响起，幼儿选择各种自救方法。（用湿
毛巾捂住鼻子，弯腰低身走疏散通道等。）2、幼儿在老师的
指导下有序而快速地下楼梯、逃离火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