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模板7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大家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幼儿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篇一

这一幕幕悲惨的画面虽然是我在学校交通安全教育的宣传片
中看到的，但我知道这一幕幕却是真实地发生着，而且悲剧
还继续着。每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丧命于那无情的飞奔
的车轮底下，有多少人因交通事故而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
有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呢?“交通安全”
这是全世界真切呼吁的话题，这大多数的车祸却都是由于肇
事者无视交通法规而造成的。这一幕幕惨剧是可以避免的。
想到这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些血淋淋的交通事故，永远提醒着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惨痛
的教训，千万不能把生命当儿戏。短暂的一瞬间，肇事司机
成千古恨，亲人们沉浸在悲剧之中，呼喊毫无意义，最后剩
下的只有一辈子的悔恨和泪水，生不如死的痛苦。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教育片中的一个画面：一个小女孩在穿越
一条马路时，被疾驰而来的卡车拦腰撞上，失去了下半身。
从此，她就只能靠篮球裹着身体来行走……看到这里，我的
心里只有同情和愤恨。我同情那小女孩，有花季般的年龄快
乐阅读网失去了精彩的人生;我痛恨那司机，因为他的“一时
不小心”毁了女孩的一生幸福。与这名小女孩有一样悲惨的
人有无数个，这血的教训为我们现代人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
钟。



这教育片人人看了都会伤心，而那些不遵守交通法规的人，
看着都流泪了，还不听劝告……难道他们没想想以后的结果
吗?想了，就是一时图方便，忘记了这么多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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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篇二

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我园保安员的基本技能和应对突发事
件的处置能力，增强了校园保安队伍反恐防暴意识和团队协
作的能力，为“平安校园”创建提供有力保障。

通过此次应急救护知识专题培训，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防溺
水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了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意识和自防自
救能力。

通过此次消防安全培训，我们不但学会了如何预防，如何处
理，如何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也会把消防安全教育贯
穿到日常的活动中，对孩子们普及。就像邵教官最后告诉我
们的“希望这些消防知识我们一辈子也用不上，但是一定要
懂。”感谢xx消防大队对本次培训的大力支持!

通过这次对消防法规和消防实用知识的学习，使我对消防工
作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把握了一些消防安全工作的基本理论
知识：消防工作的方针、目的和意义，燃烧与灭火的常识，
安全疏散的设施设置，消防安全培训的重要性等等。火灾带
来的危害，人人都懂，但在日常工作中却往往被忽视，被麻
痹，侥幸心理代替，往往要等到确实发生了事故，造成了损
失，才会回过头来警醒。

在校园中，应该以消除火灾隐患、提高防火意识为目的，不
作口头文章，以实际行动和措施来切实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只要我们了解消防安全知识，在遇到火灾时不慌张，我们便
能在火灾中安全撤离，保住生命。

本次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学习，强化了我园全体教职工的安全
意识，大大增强了园内教职工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自救技
能。

通过本次培训，我学到了全面的安全知识，对校园安全工作
的开展有了更深的认识。

幼儿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篇三

家长和幼儿园教师、阿姨不仅有保护幼儿生命安全的责任，
同时要及时检查幼儿园的设备、设施，更重要的是要对幼儿
进行初步的安全指导、教育，提高幼儿保护自己的能力，帮
助幼儿树立一定的安全意识。

其实我们孩子生活在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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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使各种意外
伤害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如热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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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而吃进肚里。杯里的热水也会因为幼儿不会判断而造成烫伤。
那么如何提高幼儿对事件的预见性呢？首先要了解一些生活
的常识。我们通过谈话，组织幼儿专门的讨论，倒一杯热水、
拿来一些药品，请幼儿讨论一下，从而学会一些自我保护的
技能。在讨论中幼儿纷纷发表意见。毛毛说：“杯里冒着热
气，一定非常烫，不能马上喝。”新程说：“用手摸摸杯的
外面，如果烫手就不能喝。”孝铟说：“喝水的时候，也应
该先吹一吹，先小口小口的喝，就不会烫着了。”当我拿来
花花绿绿的药品时，开始幼儿真的以为是巧克力豆呢，纷纷
问我：“真的是巧克力吗？真的能吃吗？”接着我和小木偶
一起进行情境表演，小木偶将药粒喝下，不一会开始肚子疼，
幼儿马上意识到药是不能随便吃的，生病了应该去医院。在



幼儿园应请老师、阿姨帮忙吃药，在家应请爸爸妈妈帮忙。
知道了生活中的一些小常识，那么就应提高幼儿分析、判断
的能力，为幼儿准备一些画有安全与危险事物的小图片，如
插座、火、药、热水、食品、玩具等，请幼儿自己来区分哪
些是安全的，哪些是危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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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幼儿园的环境也是关注幼儿的健康和安全的。我们应与
幼儿共同创设相应的物质环境，对幼儿进行直观、形象而又
综合的教育。一次，我发现幼儿常常在室内乱跑，发生相撞
的事情，于是与班上老师商量，决定在室内布置一些安全标
记，提醒幼儿注意。但幼儿不了解安全标记。我们就从认识
安全标记入手。在晚上的认识活动上学习各种标记。在认识
的基础上，我们在班内的电视机及电门上张贴了禁止触摸的
标记；在窗台张贴了禁止攀爬的标记；在楼道张贴了下滑危
险的标记，时刻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我们幼儿园里各种器械、各种玩具都有，孩子们可以自由地
奔跑，进行游戏，可以说是快乐天堂。但有时玩起来就什么
都忘了，往往会对幼儿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这种自身痛苦的
记忆是最深刻的.。所以如果看到别的小朋友摔伤磕破时，就
能把自己的痛苦记忆类推到别人身上，这种体验会有助于幼
儿理解自我保护的意义。以后在活动时，幼儿就自然引起了
注意，减少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大班幼儿好奇心增强，好动，随心所欲的特点，而且不知深
浅，不明是非，常常趁老师阿姨不注意玩一些危险物品，做
一些危险的事或到一些不安全的地方玩。但我们不能因为这
些就限制幼儿的活动。虽然他们年龄再幼儿园里不算太小，
但他们与需要不断的获取经验，在生活中去不断的探索和反
思。在与环境进行交互作用之后从而获得相应的信息、感受。
我们要在一日活动中，仔细观察幼儿的一举一动，利用各种
教育活动，提高幼儿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意识。一次，政政在
关门时手被夹了一下，孩子们看到政政受伤后痛苦的表情后



都纷纷说：“以后可不能关门了。”幼儿知道不再关门、玩
门了，可能以后幼儿由于玩门受伤的机率就会很小了，但这
不是安全教育的目的。会抑制幼儿的探索精神。如果以后幼
儿一开门、关门就会想到会夹手，事事需要成人帮忙。这样，
受保护越多就越容易出差错，幼儿会越来越丧失自我保护的
能力。以后如果遇到突发事件，他们就会束手无策。于是，
我请政政讲讲怎么夹了手，帮助幼儿分析怎样才能不夹手。
并教幼儿学习儿歌“开关门”。让幼儿知道一手扶门框
（墙）、一手扶门把儿是正确的方法。并让幼儿亲自实践，
掌握开关门的技能。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重要的是不
仅应该让幼儿知道哪里有危险，更应该让他们学习如何征服
危险，在征服危险的过程中怎样保护自己。

经过一段时间的安全教育，我们发现在活动中大人的提醒在
逐渐减少，孩子之间的提醒在增加，幼儿学会了积极地防御。
同时，我们也感到，培养幼儿自我保护意识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真正使幼儿形成自律，从而获得身
心的和—谐发展。

幼儿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篇四

在幼儿园工作的我们，每一天最关注的话题，便是安全，但
身边或多或少存在有各种不安全的隐患，对如何更好地开展
安全教育是势在必行的。在《指南》一书中就写道：关
于3—6岁孩子的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潜力。让我受益匪浅，
在教育推荐部分就列举了一些教育幼儿的具体办法，对成年
人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中不安全的事常常出此刻我们身边，如：
鞋带系得不牢固跌倒摔伤，鱼刺卡在喉咙里，小珠子塞在耳
朵里等等。在学习了《指南》后，我觉得平时要注意幼儿这
些生活小节的训练，孩子能做的事就让他自己做，决不包办
代替，这样，孩子在自己的劳动实践中建立起了良好的生活
习惯，从而起到了一些自我保护的作用。平时还经常听到家



长抱怨：“这孩子一点记性也没有，不让他爬高，会摔的，
就是记不住，这不，摔了吧！”其实这不能完全怪孩子，仅
仅进行说教不行，孩子听后很快就忘，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果我们只是反复强调危险的不良后果，难免孩子去模仿。
但如果我们多举一些小朋友注意安全的例子，这些正面材料
会引导幼儿正确理解安全知识，避免盲目模仿。我认为家长
对孩子过于溺爱，整天围着孩子转。孩子因此变得任性，没
有忧患意识，也没有生存技能和适应社会的潜力。

因此，我们要经常进行安全教育，要与家长做好沟通，协助
幼儿园做好幼儿的安全工作；请家长不要让孩子口袋揣有异
物，离园时，教师要向家长告知相关状况，以便家长加强观
察及提醒，家长接好幼儿要关注幼儿的活动安全。在培养幼
儿安全自护意识的过程中，应要求家长配合进行一致性的教
育。让幼儿在父母的帮忙下，逐渐掌握在家中的一些安全自
护意识。这样有了家长的支持和配合，我们的教育就会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强幼儿的安全
意识培养，要时时刻刻的提醒小朋友安全注意事项，时刻观
察幼儿的行为。例如，用一些事例、故事，让幼儿讨论，如
何避免危险让幼儿明白在饮食中，要坐定吃、不奔跑、吃完
后再玩。让我们的小朋友健康快乐的成长。

还有加强体育锻炼，强化自护潜力。此刻的孩子基本是独生
子女，他们虽在身高、体重方面较过去有很大提高，但是由
于缺乏锻炼，体能、平衡潜力、敏捷灵活性等都达不到自我
保护的要求，尤其是那些被宠爱、受保护过度的孩子，稍一
疏忽，轻则磕碰破皮、重则摔伤骨折，所以增强体能是提高
幼儿自我保护意识的有效途径。在平时的户外活动中，我们
一般以体育游戏为主，多种游戏活动交替进行，以此抓住孩
子活动的兴趣，增加活动量，有必须的运动量，能活跃幼儿
的身心，增强幼儿体质，提高幼儿运动的兴趣和潜力。当然
也要结合本班实际，组织开展户外自由活动，有群众的，有
分散的，让小班幼儿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取玩的形
式、玩的资料，酌情进行，充分获得活动和表现的机会，充



分享受户外活动带来的乐趣。

最新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范文

幼儿园安全教育会议记录范文

学习《致辞》心得体会范文

美术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幼儿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实验幼儿园杨靖“幼儿安全”这是家长们最为重视的问
题之一，也是孩子们在成长中最不能忽视的问题。在生活中
安全隐患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与其做到“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让孩子做到远离危险。毕竟家长和老师都不
可能时时刻刻照看着孩子，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活
动范围越来越大，更应该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哪些危险是一
定要远离的。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但更希望的一定是孩子的安全能有保障，这就需要家长和幼
儿园配合起来时刻正确的教育孩子基本的安全知识。

1、关于火灾可以通过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让孩子记住玩火的
危险性和如何安全逃离火场。

2、关于不要跟陌生人走可以在和孩子强调重要性，然后进行
提问看孩子如何回答，最后进行“考试”。

3、关于和父母走失了怎么办可以经常考考孩子，让她记住父
母的姓名、手机号、和详细的家庭地址等等。

4、关于用电、烫伤等等一要经常在生活中通过碰到的实例让
孩子有深刻的印象。



当前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方面还存在一些急待加强的地方。
另外，目前我国安全教育还存在急需规范的地方，如学校公
共安全教育方面的课程设置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内容大
多偏重于学生安全知识的传授和认知能力的发展，缺乏对安
全意识的培养和对安全行为的训练；教育行政部门也缺乏对
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工作的指导和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
来与开展安全教育相适应的综合保障机制；部分学校对公共
安全教育重视不够，实施不力、随意性强，缺乏有效性和针
对性等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国家已经进一步加强对中小
学公共安全教育工作的指导，切实提高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
的实效性，确保中小学生的人身安全。

幼儿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篇六

在泗水新中展开教学已经有三个星期了，由中国教师承担的
中班华语教学课时每周2小时，本地华语教师承担4个小时，
累计周教学时数为6个小时。至今为止，中班孩子接受华语教
学累计18个小时，学习了“手、苹果、小狗、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共七个词汇的汉字与读音。

华语作为外语教学对于我们而言是个全新的课题。为了及时
了解教学效果，检验教学方法，调整教学手段，我对中班的
上午班（16人）和中午班（10人）累计26人进行了答卷练习
（另卷），对这七个词语的掌握情况进行系统考察。（分析
表格附后）

通过对比可以得知，中午班的教学效果要比上午班显著。上
午班能够掌握认记一个词语以上的人数占了全体的68。8%，
而中午班则能有90%的高比例。对于词语能够掌握一半以上的
（3个词语以上）上午班比例为28%，而中午班则有60%。七个
词语的平均掌握率上午班为28%，中午班为54%。

为什么相近的年龄、相似的家庭背景、相同的教师教学，却
会出现差异呢？我认为，有下列原因。



关于教学常规建立：

在中国的幼儿园非常强调教学常规的建立。而在印尼的短短
一个月我感觉却恰恰相反。如我所接触到的这两个中班，就
是这样。

上午班入学时孩子的情绪较平和，能在教师作出具体要求的
时候给予反应。教师没有太多的注重常规训练而把主要精力
放在华语内容的教学上，整体常规一直比较松散。虽然经过
三周教学，教学状态与刚刚入学没有明显差异。

幼儿园安全教育心得体会篇七

其实我们孩子生活在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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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使各种意外
伤害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如热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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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而吃进肚里。杯里的热水也会因为幼儿不会判断而造成烫伤。
那么如何提高幼儿对事件的预见性呢?首先要了解一些生活的
常识。我们通过谈话，组织幼儿专门的讨论，倒一杯热水、
拿来一些药品，请幼儿讨论一下，从而学会一些自我保护的
技能。在讨论中幼儿纷纷发表意见。毛毛说：杯里冒着热气，
一定非常烫，不能马上喝。新程说：用手摸摸杯的外面，如
果烫手就不能喝。孝铟说：喝水的`时候，也应该先吹一吹，
先小口小口的喝，就不会烫着了。当我拿来花花绿绿的药品
时，开始幼儿真的以为是巧克力豆呢，纷纷问我：真的是巧
克力吗?真的能吃吗?接着我和小木偶一起进行情境表演，小
木偶将药粒喝下，不一会开始肚子疼，幼儿马上意识到药是
不能随便吃的，生病了应该去医院。在幼儿园应请老师、阿
姨帮忙吃药，在家应请爸爸妈妈帮忙。知道了生活中的一些
小常识，那么就应提高幼儿分析、判断的能力，为幼儿准备
一些画有安全与危险事物的小图片，如插座、火、药、热水、
食品、玩具等，请幼儿自己来区分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是危



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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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幼儿形成自我的意识

我们幼儿园的环境也是关注幼儿的健康和安全的。我们应与
幼儿共同创设相应的物质环境，对幼儿进行直观、形象而又
综合的教育。一次，我发现幼儿常常在室内乱跑，发生相撞
的事情，于是与班上老师商量，决定在室内布置一些安全标
记，提醒幼儿注意。但幼儿不了解安全标记。我们就从认识
安全标记入手。在晚上的认识活动上学习各种标记。在认识
的基础上，我们在班内的电视机及电门上张贴了禁止触摸的
标记;在窗台张贴了禁止攀爬的标记;在楼道张贴了下滑危险
的标记，时刻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三、通过直觉体验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能力

我们幼儿园里各种器械、各种玩具都有，孩子们可以自由地
奔跑，进行游戏，可以说是快乐天堂。但有时玩起来就什么
都忘了，往往会对幼儿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这种自身痛苦的
记忆是最深刻的。所以如果看到别的小朋友摔伤磕破时，就
能把自己的痛苦记忆类推到别人身上，这种体验会有助于幼
儿理解自我保护的意义。以后在活动时，幼儿就自然引起了
注意，减少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五、通过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让幼儿学习和巩固自我保护的
技能

大班幼儿好奇心增强，好动，随心所欲的特点，而且不知深
浅，不明是非，常常趁老师阿姨不注意玩一些危险物品，做
一些危险的事或到一些不安全的地方玩。但我们不能因为这
些就限制幼儿的活动。虽然他们年龄再幼儿园里不算太小，
但他们与需要不断的获取经验，在生活中去不断的探索和反
思。在与环境进行交互作用之后从而获得相应的信息、感受。



我们要在一日活动中，仔细观察幼儿的一举一动，利用各种
教育活动，提高幼儿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意识。一次，政政在
关门时手被夹了一下，孩子们看到政政受伤后痛苦的表情后
都纷纷说：以后可不能关门了。幼儿知道不再关门、玩门了，
可能以后幼儿由于玩门受伤的机率就会很小了，但这不是安
全教育的目的。会抑制幼儿的探索精神。如果以后幼儿一开
门、关门就会想到会夹手，事事需要成人帮忙。这样，受保
护越多就越容易出差错，幼儿会越来越丧失自我保护的能力。
以后如果遇到突发事件，他们就会束手无策。于是，我请政
政讲讲怎么夹了手，帮助幼儿分析怎样才能不夹手。并教幼
儿学习儿歌开关门。让幼儿知道一手扶门框(墙)、一手扶门
把儿是正确的方法。并让幼儿亲自实践，掌握开关门的技能。
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重要的是不仅应该让幼儿知道哪
里有危险，更应该让他们学习如何征服危险，在征服危险的
过程中怎样保护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安全教育，我们发现
在活动中大人的提醒在逐渐减少，孩子之间的提醒在增加，
幼儿学会了积极地防御。同时，我们也感到，培养幼儿自我
保护意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真正使幼
儿形成自律，从而获得身心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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