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健康危险因素信息采集的常用方
法 大班健康教案及教学反思身边的危

险(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健康危险因素信息采集的常用方法篇一

活动设计背景

一天我和小侄女看电视，这时她拿了一把小剪刀在插座旁边
玩耍。谁知她正在用小剪刀往插座里边插，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想万一插进去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想小孩子的安全意
识太单薄，因此我要教导小朋友要学会怎样保护自己，远离
危险区。

活动目标

1、知道远离危险，不做危险的事情。

2、学习怎样避免日常生活中常见意外事故的发生。

3、使幼儿懂得保护自己的常识，养成做事细心，注意安全的
好习惯。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1、小朋友在无盖的井旁玩耍会有什么危险？

2、在马路上踢球会有什么危险？

3、给陌生人开门会有什么危险？

4、在窗台旁边玩耍会有什么危险？

5、玩火、锋利的刀具等会有什么危险？

活动准备

1、教师收集生活中危害人们生命的图片资料。如趴到窗台上
往下看而失足、趴在楼梯扶手从上往下滑而摔伤、不遵守交
通规则出现交通事故、触电或溺水造成死伤等。

2、教学挂图一幅。

3、在小朋友们做游戏或玩耍时做的不正确的姿势打印出来让
小朋友门看。

活动过程

1、展示日常生活中打印出来的有关意外事故的图片资料，引
导幼儿讨论。

（1）、提问画面上的人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2）、问什么发生这些危险的事情？应该怎样才能避免这些
危险的事故？

2、看教学挂图，讨论：我们身边还有什么危险？应该怎么样
预防这些危险的发生？



（1）教师引导孩子观察挂图画面，让孩子们说说自己发现图
中危险的地方。

（2）教师告诉孩子图中的危险就存在我们身边，让小朋友们
时刻注意危险就在我们身边。如坐车不按老师或售票员的要
去坐好，趴在楼梯扶手上向下滑，在户外活动时猛跑，在滑
梯上倒着或蹲着滑下来，用笔尖、剪刀等对人或物挥舞，给
陌生人开门等。

3、教师设计安全标志

（1）老师教幼儿认识这些标志，教幼儿避免危险的发生，应
该怎么做。

（3）教师把自己设计的标志粘贴到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提
醒幼儿这些地方危险。

教学反思

教师编创自我保护反面的儿歌、故事，表演给小朋友们看提
醒大家注意身边的危险，掌握避免危险的方法，提高孩子的
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

健康危险因素信息采集的常用方法篇二

活动目标：1.学习扣纽扣的方法，养成穿衣扣纽扣的好习惯。
2.发展手指肌肉活动，双手互相配合协调。活动准备：1.情
景创设：公园2.娃娃一个，每位幼儿独有穿纽扣的外套。活
动过程：一、情景导入，激发兴趣。1.师：今天天气真好，
我们娃娃家找贝贝去公园玩玩吧。（教师带着幼儿开着火车
跟着音乐进行游戏）2.师：但是带娃娃到公园去先要帮他把
衣服穿好。不仅要将娃娃的衣服穿好，还要将娃娃衣服上的
纽扣扣好，这样就不会着凉了。二、教幼儿帮娃娃穿衣
服。1.老师讲解示范。把纽扣扣起来，纽扣要怎么扣呢？



（教师示范扣纽扣的方法）先把衣服的下端对齐，然后找到
扣眼和纽扣，把扣眼放在纽扣的上面，一手拿扣眼、一手拿
纽扣，再把扣子从里到外送到扣眼里，最后从外面把扣子拉
出来，这样纽扣就扣好啦！再扣上面一个，一个一个地扣好。
2.师：看，老师的纽扣扣好了！原来，扣纽扣的时候先要将
衣服的下端对齐，然后找到扣眼和纽扣，把扣眼放在纽扣的
上面，一手拿扣眼、一手拿纽扣，再把扣子从里到外送到扣
眼里，最后从外面把扣子拉出来。你们看，一个扣眼，一个
纽扣，手拉手，结成了一对好朋友。三、幼儿操作，教师指
导。1.幼儿学习扣纽扣。教师：你们也把衣服穿上，扣好纽
扣吧！记住哦，在扣纽扣的时候要先将衣服的下端对齐，然
后找到扣眼和纽扣，把扣眼放在纽扣的上面，一手拿扣眼、
一手拿纽扣，再把扣子从里到外送到扣眼里，最后从外面把
扣子拉出来。先扣好的小朋友检查自己的衣服有没有整齐，
还可以帮助你的朋友把纽扣扣好！2.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提醒幼儿注意事项。3.相互检查。师：“小朋友们，你们扣
好了吗？快相互看一看大家都扣得对不对呀？”4.教师小结：
小朋友的小手真能干，自己能穿衣扣纽扣了。四、带娃娃外
出散步。师：哇，纽扣都扣好了！走，我们出去和贝贝一起
玩吧。

健康危险因素信息采集的常用方法篇三

一天我和小侄女看电视，这时她拿了一把小剪刀在插座旁边
玩耍。谁知她正在用小剪刀往插座里边插，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想万一插进去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想小孩子的安全意
识太单薄，因此我要教导小朋友要学会怎样保护自己，远离
危险区。

1、知道远离危险，不做危险的事情。

2、学习怎样避免日常生活中常见意外事故的发生。

3、使幼儿懂得保护自己的常识，养成做事细心，注意安全的



好习惯。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重点：

1.、小朋友在无盖的井旁玩耍会有什么危险?

2 、在马路上踢球会有什么危险?

3 、给陌生人开门会有什么危险?

4 、在窗台旁边玩耍会有什么危险?

5 、玩火、锋利的刀具等会有什么危险?

1、教师收集生活中危害人们生命的图片资料。如趴到窗台上
往下看而失足、趴在楼梯扶手从上往下滑而摔伤、不遵守交
通规则出现交通事故、触电或溺水造成死伤等。

2、教学挂图一幅。

3、在小朋友们做游戏或玩耍时做的不正确的姿势打印出来让
小朋友门看。

1、展示日常生活中打印出来的有关意外事故的图片资料，引
导幼儿讨论。

(1)、提问画面上的人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2)、问什么发生这些危险的事情?应该怎样才能避免这些危
险的事故?



2、看教学挂图，讨论：我们身边还有什么危险?应该怎么样
预防这些危险的发生?

(1)教师引导孩子观察挂图画面，让孩子们说说自己发现图中
危险的地方。

(2)教师告诉孩子图中的危险就存在我们身边，让小朋友们时
刻注意危险就在我们身边。如坐车不按老师或售票员的要去
坐好，趴在楼梯扶手上向下滑，在户外活动时猛跑，在滑梯
上倒着或蹲着滑下来，用笔尖、剪刀等对人或物挥舞，给陌
生人开门等。

3、教师设计安全标志

(1)老师教幼儿认识这些标志，教幼儿避免危险的发生，应该
怎么做。

(3)教师把自己设计的标志粘贴到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提醒
幼儿这些地方危险。

教师编创自我保护反面的儿歌、故事，表演给小朋友们看提
醒大家注意身边的危险，掌握避免危险的方法，提高孩子的
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

健康危险因素信息采集的常用方法篇四

1、通过活动让幼儿知道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增强自护意识。

2、教会幼儿一些必要的自护方法，并能进行必要的自我保护。

3、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等综合能力。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初步了解预防疾病的方法。

活动重点：通过活动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难点：使幼儿掌握一些自护方法进行自我保护。

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图片

(一)教师以“生活中的危险真不少”引入课题，，吸引幼儿
的注意力，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二)组织幼儿观看四个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前半段：

1、小孩独自在家时，突然发现小偷进屋偷东西;

2、小孩独自在家时，有陌生人敲门;

3、小孩独自在家时，家里突然着火了;

4、小孩独自在家时，突然发生了食物中毒、受伤、生病的事
件;

(三)组织幼儿自由讨论：遇到上述的四种危险时，怎么办?

(四)师生谈话活动，教师引导幼儿想出各种正确有效的办法。

(五)组织幼儿观看四个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后半段：

1、发现有小偷时，可悄悄的溜出门去报警或找邻居帮忙等;

2、有陌生人敲门时，不可随便打开门，可打电话告诉大人
等;

3、家里着火了，先打开门逃生再求助，无法逃生时要先打电
话告诉大人、打电话报警等;



4、发生食物中毒等事件时赶紧打电话告诉大人等;

(六)师生共同小结影蝶片中传授的办法和小朋友及教师想到
的办法，教师要一边小结一边出示相应的'图片或资料强化幼
儿的记忆。

(七)活动小结：

1、教师再列举一些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并介绍其应变与
防护的办法;

(八)活动延伸：

激励幼儿在平日生活中多注意观察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危
险，在自主寻求自护办法后，与大人共同商讨自护的办法。

整个活动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说教上，而是帮幼儿设计情景，
进行角色换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即授之于渔，使幼儿
能真切的体察真情实境，有效的提高自护意识。

在活动中教师能给予幼儿充足的、自由的探索的时间和空间，
并创设有利于并能推进活动开展的教育氛围。从活动的效果
来看，活动完成了预期的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
预期的成效，是一次成功的安全教育活动。

健康危险因素信息采集的常用方法篇五

本环节设计是让幼儿了解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地方有危险，通
过设计学生课前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的观察、发
现、课前相关资料的搜集，引导学生认知到要防止危险的发
生，就要认真观察、防患于未然。

1.知道哪些地方有危险，不能玩。



2.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3.以游戏的方式来训练幼儿判断哪些是危险的行为。

4.了解主要症状，懂得预防和治疗的自我保护意识

5.初步了解预防疾病的方法。

知道哪些地方有危险，不能玩。

判断危险的行为，自我保护的能力。

(1)课件;

(2)游戏场地布置;

(3)课前与幼儿进行一次关于危险行为的谈话。

一、谈话导入：

1、你到危险的地方玩过吗?

2、你是怎样注意安全的?

二、播放课件：(与幼儿共同观察、判断、讨论)

1、播放第一幅图(小朋友在施工场地玩耍)

a.小朋友在做什么?

b.他们这样做对不对?

c.他们应该怎样做?

2、播放第二幅图(在河边玩耍)



a.小朋友为什么会落水?

b.落水后会有什么危险?

c.小朋友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落水

3、播放第三幅图片(在马路上玩耍)

a.小朋友在马上玩这样对吗?

b.在马路上玩会怎么样，发生什么事?

c.为什么不能在马路上玩?

4、播放第四幅图片(在铁路上玩)

a.画面上的小朋友在哪里?

b.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危险?

5、第五幅图(翻栏杆)

a.小朋友他在做什么?

b.他这样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后果?

c.我们应该怎么做?

6、第六幅图(在房顶上往下看)

a.他们在干什么?

b.这个地方能不能去，为什么?



c.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三、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危险?我们应该怎样尽量避免
危险事故发生。)

1、幼儿讨论;

2、个别幼儿说

3、老师小结;

四、游戏：(判断)

1、组织幼儿闭眼，老师出示八张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哪些是
对的行为，哪些是错的行为。

2、幼儿上台判断，所有幼儿共同检查是否正确。

3、老师小结;

五、活动延伸：

老师：请小朋友把刚才游戏的图片放进我们的益智区内，下
次玩区域时，我们还可以在玩一玩。

在平日里，孩子们总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小伤难免的，
所以整个活动孩子们沉浸在故事画面里，听得很专注。知道
了以后哪些东西不能碰，不能做哪些危险的事情，知道自己
已经长大了，要学会保护自己。通过故事画面，孩子能准确
判断是与非，增强自己的安全意思。其实，也提醒老师在平
常生活里要比较注意孩子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