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险的追逐安全教案反思大班(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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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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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的追逐安全教案反思大班篇一

作为一名教师，很有必要精心设计一份教案，借助教案可以
恰当地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
写教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幼儿园
中班安全教案《小心危险》含反思，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激发幼儿的探究欲望，体验活动的乐趣。

2、丰富幼儿安全保护经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3、使幼儿懂得危险物品容易给人带来危害，学会简单的自救
方法。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生活物品若干(包括有危险因素的物品，如：打火机、插座、
电线、风扇、热水器、小刀等)

活动重点：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学会简单的自救方法。

活动难点：引导幼儿了解哪些物品容易给人带来危害，学会
简单的自救方法。



1、引导幼儿观察图片，说出这些物品的名称，了解这些物品
在生活中的应用。

2、请幼儿结伴讨论：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物品有危险?为什
么?教师指导幼儿结合经验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

3、幼儿分组操作活动：从图片中找出有危险的物品，向本组
小朋友介绍自己图片的内容，并说出如果乱动这些物品会造
成什么样的危害。

4、请幼儿分组讨论：如果发生意外，应采取自救自护的方法，
了解学习意外事故的自救方法。

(1)发生火灾时迅速撤离现场并大声呼救，用湿毛巾捂住鼻子，
弯腰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烫伤时可先用冷水冲一会儿，然后用干净的纱布或毛巾盖
在上面不动，再请成人帮助去医院治疗。

(3)误服药物及时告诉大人。

(4)小刀划破了皮肤，应请成人正确包扎。

5、请幼儿结合生活经验，自由讨论：还有哪些地方不安全?
我们应该怎样做等。

幼儿对于安全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自己的身边的事物，能够
根据主题的延伸拓展思路，观察的面较宽，让幼儿注意身边
的危险事件，不做危险的事，要远离危险，保护自己。

危险的追逐安全教案反思大班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电的用途及安全使用电器的`粗浅知识。

2、增强安全用电意识，懂得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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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园配合：

请家长协助对孩子进行安全用电教育，教孩子正确使用各种
电器。

活动准备：

插头、插座、电线一段、“有电”标志图片

活动过程：

一、引导幼儿观察周围的事物，引起谈话兴趣并讨论电的用
途。

1、讨论：灯为什么会亮？录音机为什么会响？（引导幼儿知
道是因为有电的缘故）

2、师：还有哪些东西需要电？有了电它们可以怎么样？

3、讨论：如果没有电，我们会怎么样？

二、引导幼儿初步认识电线的构造及安全使用电线的粗浅知
识。

1、师：电是从哪来的？



2、出示电线，问：是什么？有什么用处？（传导电）引导幼
儿观察、了解电线的结构及如何正确使用。

三、认识插头、插座，并知道安全使用它们的粗浅知识。

四、教师介绍一些不安全用电出危险的事例，让幼儿懂得安
全用电的重要性。

五、找一找、贴一贴师生一起找一找活动室内外哪里有电？
如何避免危险？在有电的地方贴上“有电”的图片提醒。

活动反思：

幼儿期待着暑假的到来，在谈论暑假时做哪些事情时，孩子
们都表现得兴高采烈，很多幼儿都说要去游泳。看来，孩子
们对水的喜爱非常之深。幼儿的安全意识增强了很多，都能
明显区分出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是有关
于平时的安全教育活动开展得比较好。

危险的追逐安全教案反思大班篇三

活动目标：

1、了解电的用途及安全使用电器的粗浅知识。

2、增强安全用电意识，懂得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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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园配合：



请家长协助对孩子进行安全用电教育，教孩子正确使用各种
电器。

活动准备：

插头、插座、电线一段、“有电”标志图片

活动过程：

一、引导幼儿观察周围的事物，引起谈话兴趣并讨论电的用
途。

1、讨论：灯为什么会亮？录音机为什么会响？（引导幼儿知
道是因为有电的`缘故）

2、师：还有哪些东西需要电？有了电它们可以怎么样？

3、讨论：如果没有电，我们会怎么样？

二、引导幼儿初步认识电线的构造及安全使用电线的粗浅知
识。

1、师：电是从哪来的？

2、出示电线，问：是什么？有什么用处？（传导电）引导幼
儿观察、了解电线的结构及如何正确使用。

三、认识插头、插座，并知道安全使用它们的粗浅知识。

四、教师介绍一些不安全用电出危险的事例，让幼儿懂得安
全用电的重要性。

五、找一找、贴一贴师生一起找一找活动室内外哪里有电？
如何避免危险？在有电的地方贴上“有电”的图片提醒。



活动反思：

幼儿期待着暑假的到来，在谈论暑假时做哪些事情时，孩子
们都表现得兴高采烈，很多幼儿都说要去游泳。看来，孩子
们对水的喜爱非常之深。幼儿的安全意识增强了很多，都能
明显区分出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是有关
于平时的安全教育活动开展得比较好。

危险的追逐安全教案反思大班篇四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时常需要编写教案，教案
有助于学生理解并掌握系统的知识。教案应该怎么写呢？以
下是小编整理的幼儿园小班安全教案《我找到的危险》含反
思，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适用于小班的安全主题教学活动当中，让幼儿能在理解歌词
后在原歌词上进行创编，并乐意创编歌词，幼儿能基本掌握
歌曲旋律，理解歌词含义，知道身边有哪些危险，并学会保
护自己和提醒朋友注意安全。

在《我找到的危险》活动中，孩子找到了许多危险，观察到
幼儿的兴趣很浓，于是我同孩子一起生成了这样一节教学活
动。让孩子通过歌曲创编的形式加深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1、幼儿能基本掌握歌曲旋律，理解歌词含义。

2、能在理解歌词后在原歌词上进行创编，并乐意创编歌词。

3、知道身边有哪些危险，并学会保护自己和提醒朋友注意安
全。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1、打火机、插座、暖水瓶、药瓶图片各一。一个幼儿被火烧
手指、一个幼儿被电到、一幼儿被烫到、一幼儿倒下的图片。

2、图的注释。如：打火机(图片)、一幼儿被火烧手指(图片)。

3、三只小猴子的图片，音乐、黑板、纸张和笔。

(一)、开始部分：幼儿练声，复习歌曲《三只小猴》，熟悉
歌曲旋律。

教师指导语：“平时我们都在向老师和朋友打招呼，今天我
们要换个不同的打招呼的方法，仔细听。”(教师唱，引导幼
儿回答。也可以幼儿同幼儿打招呼)

2、教师出示三只猴子，引导幼儿复习歌曲《三只小猴》;

教师指导语：“瞧，今天我们请了三只小猴子来做客，小朋
友还记得他们的歌怎么唱的吗?请你们用好听的声音唱出
来!”

(二)、基本部分：幼儿听教师范唱，幼儿根据图饰来学习教
师改编的歌词并跟学和创编。

1、教师范唱改编歌词后的歌曲《三只小猴》，引导幼儿仔细
倾听;

教师指导语：“老师觉得《三只小猴》的曲子很好听，于是
我也给小朋友带来了一首歌曲，你们仔细听听歌曲里都讲了
些什么?”

2、出示图饰，教师第二次范唱，引导幼儿自己观察图片并理
解歌词含义。

教师指导语：“刚才朋友们都说道歌曲中唱了些什么，那现
在看看黑板上老师的图饰，在听老师根据图唱一次，会唱的



朋友可以小声的跟唱。”

3、幼儿分组或分男女跟老师边看图饰边唱歌曲，让幼儿熟悉
歌词和歌曲旋律。

4、引出歌曲名字《危险的东西不要碰》，引导幼儿思考生活
中还有哪些危险;

教师指导语：“这首歌曲的名字可不在叫《三只小猴》了，
名字是《危险的东西不要碰》。那朋友们在想想，生活中除
了这些危险，还有哪些?如果不小心保护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
呢?”

5、幼儿将找到的危险和不小心会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纸上，教
师此时清唱歌曲;

教师指导语：“老师为你们准备了一张纸和一只笔，请小朋
友将你们找到的危险和会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纸上。”

教师指导语：“老师选了三个朋友的画，咱们来听听他们是
怎样告诉我们危险的东西不要碰的?”

7、幼儿将自己的记录唱给身旁的朋友听同朋友分享和提醒朋
友注意安全;

教师指导语：“朋友们都想做安全小卫士，那现在就把你创
编的歌曲唱给身旁的好朋友听吧，用你们的歌声告诉他们这
些是危险的东西不要碰。”

(三)、结束部分：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创编歌曲唱给同龄班
的幼儿听，教师小结此活动。

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创编的歌曲唱给同龄班幼儿听;

教师指导语：“作为安全小卫士的我们因该有的责任就是要



学会保护自己和提醒别人学会自我保护，所以呀今天老师要
带你们到隔壁大班去，希望你们能将自己创编的歌曲唱给他
们听，让他们也能知道'危险的东西不要碰'，好吗?”

教学反思：

作为一名小班的教师，班上的孩子年龄幼小，缺乏保护自己
的能力，老师就要将工作做到最细微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要多学习，积累，调整。我想，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方法，那时，幼儿的安全问题不会再
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

危险的追逐安全教案反思大班篇五

活动设计理念:

本班开展的主题活动是“有趣的声音”,活动以幼儿喜爱的多
种形式展开,鼓励幼儿运用各种感官倾听和表现各种声音,引
起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在一次与家长的谈话
中,我了解到幼儿对打电话很感兴趣,并经常想打电话给老师
或小朋友,于是,这个关于声音的'小子题便这样产生,本次活
动的目标、活动内容、教学方法等都充分体现了课程的整合
性，活动始终以打电话为线索，贯穿于整个过程,希望通过开
展这个活动,激发幼儿各种积极的情感和探索的声音的兴趣,
学会打电话的基本方法和礼貌用语,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
动手操作能力等。

活动目标:

1、享受打电话的乐趣。

2、愿意表现自己的情感，

3、学会打电话的基本方法和礼貌用语。



活动内容设计:

中班主题活动“打电话”

活动准备:

台式电话2部、一次性纸杯、毛线、牙签若干。

活动过程:

1、创设情境,引出活动内容。

(1)老师口袋里放着一部手机。铃响,老师接听,说礼貌用语,
挂上。

师:“老师刚才在做什么?”

(2)鼓励幼儿说出自己打电话的经验。

教师:“你们平时打过电话吗?”“喜欢打给谁?”

2、幼儿交流经验:怎样打电话?

(1)小朋友交流经验，老师在适当时示范。

(2)请小朋友做打电话的游戏，尝试使用礼貌用语(用手做打
电话状)。

(4)小朋友自由尝试打电话。

师:“刚才小朋友都说了平时是怎样打电话的,现在小朋友们
来试试吧。”

3、幼儿体验打电话的心情和乐趣。



师:“小朋友刚才都很能干,现在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