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躲开危险的活动反思总结(汇总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小班躲开危险的活动反思总结篇一

设计意图：

孩子对周围事物充满了好奇，什么事都想尝试一下，服装上
美丽、新异的纽扣常常会吸引他们。有时衣服上的纽扣会松
脱，由于纽扣的“小”与“巧”，特别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幼儿往往不自觉地会把小纽扣看一看、咬一咬，甚至无意中
吞下，其焉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利用日常生活让幼儿学习正
确的处理方法，有初步的积极自我保护意识正是本次活动的
主旨所在。

活动目标：

1、知道吞吃小纽扣等异物是十分危险的。

2、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3、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1、录像：小纽扣旅行记。

2、预先约见“吞吃过异物”的小朋友。

3、联系医生到园。

活动过程：

1、看录像，思考讨论：

（1）看录像：珊珊有一条新裙子，裙子上的扣子可美了，像
甜甜的糖，珊珊总是喜欢低头看，用手摸。可是有一天：

镜头一：珊珊发现纽扣掉在地上了。

镜头二：珊珊把纽扣放在嘴里了，想尝一尝。

镜头三：唉呀，纽扣吞下去了，珊珊难受极了。

镜头四：珊珊看医生，医生说要等纽扣随大便拉出来。

提问：珊珊难受吗？为什么？

（2）师生共同小结：纽扣不能吞吃，既不卫生，又会危害身
体健康。

2、交谈与访问：纽扣不能吃。

（1）与“吞吃过异物”的幼儿交谈其经历，引起幼儿注意。

（2）提问：“除了纽扣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孩子
找找周围“小”、“巧”易误会的物品，如小木珠、小棋子
等。

3、讨论：纽扣是我的好朋友。



（1）提问：你的纽扣在哪里？有几颗？它们有什么用途？

（2）讨论：纽扣掉了怎么办？（告诉大人，先收起来，及时
钉上。）

延伸提示：

1、设立小盒子：发现异物及时收捡。

2、手工角放置针、线，及时为孩子钉补纽扣。

3、建议家长经常检查孩子的服装，特别是纽扣是否松脱。

教学反思：

小班的孩子对什么都感兴趣，好奇心强烈，喜欢接触新鲜的
事物，往往忽略危险的存在，很容易发生意外和事故。本节
活动课幼儿的活动氛围很好，大部分的幼儿知道不能把纽扣
放在嘴里，并能指出班级有哪些小朋友把小东西放在嘴里玩，
还能说出行为有哪些危害，相信宝宝们以后更能知道哪些行
为、东西是危险的。

小班躲开危险的活动反思总结篇二

一、教学目标：

1、教育幼儿过马路时要走斑马线。

2、斑马线给人们带来安全。

3、不走斑马线会肇成事故的危险性。

4、安静倾听同伴的讲话，并感受大家一起谈话的愉悦。

5、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二、教学准备：

斑马线的图片、事例1"2个

三、教学过程：

(一)老师拿出斑马线图片供幼儿认识。

提问;1、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它用来干什么的呢?

3、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到斑马线!

(二) 教师讲解斑马线给人带来的重要性。

提问：1、有了斑马线会怎么样呢?

2、如果没有斑马线的话马路上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三)总结以上所说的事，进行反思。

活动反思：

这次活动我通过讲故事《过马路请走斑马线》并让幼儿回答
问题，使幼儿认识了斑马线，明白了斑马线对行人安全的重
要，让幼儿知道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小班躲开危险的活动反思总结篇三

活动准备：

1、小女孩和陌生阿姨木偶一个。



2、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1、唤起幼儿已有经验，引入新情景。

2、排练情景木偶表演，了解什么样的人是陌生人，跟陌生人
会发生什么事。

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小红没上当”，教师在主要部分给以
提示。

3、导幼儿讨论：小红如果轻信了陌生人的话，会出现什么后
果？并说一说如果自己遇到了这样情况时应采取怎样的做法。

4、观看并讲述录象内容，引导幼儿明白遇事要动动脑筋，不
要轻易上当受骗。

幼儿展开讨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简单记录，教师将
幼儿的记录进行整理、张贴、以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1）在商店里，不小心和家人走失里，你该怎么办？

（3）你一个人在家时，若有人敲门或门铃向了，你该怎么办？

（4）在幼儿园里玩，有不认识的人来接你，你跟他走吗？你
该怎么办？

请幼儿说说活动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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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躲开危险的活动反思总结篇四

一、目标

1．激发幼儿的讲述兴趣，能围绕中心话题和别人交流。

2．让幼儿了解生活中一些容易发生危险的事件或地点，有初
步自我保护的意识。

3．认识汉字：危险、安全。

二、准备

汉字，写有“危险”、“安全”的小旗子，“欢乐宝宝”标
志两枚

三、过程

(一)引起兴趣

1．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欢乐蹦蹦跳”这个节目?喜欢
看这个节目吗?那么今天我们也来玩个“欢乐蹦蹦跳”的游戏。

2．交代游戏规则

(1)选一名小朋友扮演阿彦哥哥，教师扮演小荷姐姐共同主持
游戏。

(2)出示五角星，上面有“欢乐宝宝”。只有回答问题动脑筋、
做游戏遵守规则的好宝宝才能成为今天的“欢乐宝宝”。

(二)游戏“欢乐蹦蹦跳”



1．童言无忌，逗你笑小荷姐姐：阿彦哥哥，你今年春节有没
有玩过烟花、鞭炮?

小荷姐姐：其实，放烟花鞭炮是十分危险的，谁知道为什么?

小荷姐姐：刚才我们说了许多危险的事情。阿彦哥哥，我要
考考你，我们知道“高”的反义词是“低”；“远”的`反义
词是“近”；“胖”的反义词是“瘦”。那么，“危险”的
反义词是什么?出示字卡“安全”。

阿彦哥哥：有什么办法能把危险的事变成安全的事?(比如：
马路上车辆很多，怎么做才是安全的?国庆看灯，人多拥挤，
怎么做才是安全的?已经和大人走散，怎样做才是安全的?)

2．举旗游戏真热闹

幼儿分黄、蓝两队，分别回答主持人关于“危险和安全”的
提问。如答案是危险的，将小旗上写有“危险”的一面举起；
反之，则举起写有“安全”的一面旗。(认读汉字“危险、安
全”)

(1)捡玻璃安全吗?为什么?

(2)从台阶上跳下来安全吗?为什么?

(3)坐自行车、助动车上幼儿园安全吗?为什么?

(4)把小钉子、小棒带到幼儿园安全吗?为什么？

(5)在小河边玩捉迷藏游戏安全吗?为什么?

(6)下雨、下雪，走得特别快安全吗?为什么?

(7)吃马路边的羊肉串，对还是不对?



[page_break]

(8)吃“肯德基”不洗手，对还是不对?

(三)评出“欢乐宝宝”，引起再次游戏兴趣

四、提示与建议

“欢乐蹦蹦跳”是一台深受幼儿欢迎的少儿游戏类节目，孩
子们在平时生活中也常常谈论其中的主持人或话题。因此，
教师运用“欢乐蹦蹦跳”这一游戏形式，教师作为主持人，
成为带领幼儿游戏的玩伴，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谈话氛围中，
丰富知识，认识汉字，孩子学习的兴趣较高。而且，活动的
主题可根据教学的需要经常进行更换。

小班躲开危险的活动反思总结篇五

活动目标：

1、训练跑的能力，发扬合作精神；

2、体验消防队员救人时的紧迫心情与救人后的快乐

活动准备：小筐、布娃娃、篮子

游戏玩法：把幼儿分成2-4组扮演消防员，老师把与小组数目
相等的布娃娃

放在消防小筐里作为等待救的人员。老师发出口令后，幼儿
跑向前方取一个布娃娃，并折返原位放入救出人的篮中；完
成后，与下一位组员击掌，继续游戏，直到全部布娃娃运送
到篮内，看那一组快。

游戏提示：每组可以用不同颜色的布娃娃来区分，可请幼儿



在运送时模仿消

防车的鸣叫声，增加活动的乐趣与紧张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