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用电中班教案设计意图(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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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知道电是具有危险性的，了解生活中哪里有电。

2、在共同游戏中了解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有电。

3、引导幼儿初步掌握日常生活中电的作用。

4、探索、发现生活中电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过程：

一、引入

3、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东西动起来呢？它们需要什么？

4、原来这些都是电器，只有电才能让它们动起来。他们是电
器，我们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电器。

二、找电器

1、出示电的标志



2、在我们的教室里有没有用电的电器呢？

3、我们一起找找哪里有电器，找到之后把这个电的标志贴在
它上面吧。

4、共同进行游戏。

5、我们一起来看看宝宝们有没有找对教室里各种各样的电器。

6、和幼儿一起检查。

三、危险的电

1、电也是十分危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那我们平时有哪些动作不能做？

3、幼儿了解触电的危险。

4、共同进行讨论除了电还有什么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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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电

1、使幼儿了解安全使用电器得粗浅知识。

2、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1、请幼儿找一找教室中的电源插座或插头在什么地方？

2、讨论：幼儿园班级里的插座为什么都要安装得这么高？
（让幼儿知道电插头、电源插座都是很危险的东西，如果手
碰到插孔内，人就会触电，会有生命危险。）



3、请幼儿看教师拿插头时手的姿势和抓的位置，让幼儿知道
插孔里有电，插头上的小铜片能把电通过电线传给录音机，
所以手不能碰到铜片，更不能把手伸插孔内。

4、组织幼儿讨论：用电时要注意什么？知道潮湿的东西不能
靠近电器，这样会漏电，电器不能和与纸、布等易燃物品放
在一起，不然可能引起火灾。

5、让幼儿说说在家中用电器时要注意什么？

散步时。可以带幼儿从远处观察高压电的标记，教育幼儿高
压电很危险，一定要远离高压电。

1、幼儿对安全用电的知识掌握得很好，大部分幼儿都有这方
面的经验，这说明，家长们在家都有教育幼儿如何安全用电。

2、幼儿对参与表演性质的游戏非常感兴趣，幼儿在玩中学得
更好、更快。这个活动环节如此吸引幼儿，应该让幼儿多玩
几次游戏，在以后的户外活动中，要安排插入这个游戏让孩
子们玩。

3、幼儿的想像力比以前有所进步，并且对事情的判断能力也
提高了不少，这真是可喜可贺，我发觉孩子们在玩中、在动
态中更有积极性，更能发挥他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思维都变
得活跃而富有前进性。

安全用电中班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1、认识”有电危险”的标志。

2、通过故事知道电插座里藏着会咬人的电，不能用手触摸。

3、初步培养幼儿安全用电和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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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电危险”的标志图片一张、电插线板一块

2、指偶：灰太狼、小老鼠

3、幼儿操作用图片人手一套;笑脸、哭脸图片各一张。

1、欣赏故事，并根据故事进行简单提问：

(1)故事里有谁?

(2)他们偷的宝贝是什么?(教师根据幼儿提问并出示电插线
板)

(3)电插线板里藏着什么?电插线板可以碰吗?

(4)我们教室里哪里有电插线板?你家哪里有电插线板?

2、认识”有电危险”的标志：

师：喜羊羊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图片，我一起来看一看，出
示图片引导幼儿认一认，说一说在哪里见到过这样的标志。

3、谁对谁不对

(1)师：这是喜羊羊给我们每个小朋友的两张图片，他要考考
我们，这两张图片上的小朋友最对谁不对。

(2)出示哭脸和笑脸，请幼儿根据自己的判断将对的送到笑脸
处，错的送到哭脸处。

4、总结谈话：教育幼儿不碰电插线板，不把手指和小金属片



捅插电插线板和插座的小嘴巴，电器的插头要请爸爸妈妈插，
学会安全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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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增强幼儿对电的认识。

2、培养幼儿的认识能力及辨别能力。

3、让幼儿知道怎样用电才是安全的。

活动准备：

安全、危险用电对照图（电视机电冰箱微波炉洗衣机热水器
取暖器电脑等等）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提问：在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你独自用过电吗？如果用过，
这样做安全吗？为什麽？

二、展开部分

1、让幼儿围绕以上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

2、你还知道哪些不安全的用电方法。为什麽？

3、请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谈一谈怎样用电才是正确的，
安全的。

4、结合图片让幼儿判断哪些用电方法是安全的，那些是不安



全的。

5、利用已有的用电知识，谈一谈如果有人触电了你想去救他，
你该怎样做呢？

6、教师小节，进一步告诉孩子自己用电时要在大人的监护下
使用正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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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让学生掌握安全用电常识,安全使用各类家电,养成良好的用
电习惯

教学过程:

导入:触电后的惨状图片导入，引入安全用电。

1、触电后的惨状：触电身亡。

2、触电后的惨状：少年触电面目全非。

3、触电后的惨状：少年触电双臂烧焦。

4、触电后的惨状：攀登高压线杆人体烧焦。

5、钓鱼发生的触电事故。

6、手机充电时打电话被电击。

7、上海商学院发生火灾四名女大学生跳楼身亡。

一、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三种：电击、电伤和电磁场伤害。

1、电击是指电流通过人体，破坏人体心脏、肺及神经系统的
正常功能。

2、电伤是指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用和机械效应对人体的
伤害；主要是指电弧烧伤、熔化金属溅出烫伤等。

3、电磁场生理伤害是指在高频磁场的作用下，人会出现头晕、
乏力、记忆力减退、失眠、多梦等神经系统的症状。

二、触电形式

为预防触电事故的发生，我们分析几种常见的触电形式和人
体对电流的反应，从而明确电流对人体的严重危害。触电形
式有以下四种。

1、单相触电。人体的一部分在接触一根带电相线（火线）的
同时，另一部分又与大地（或零线）接触，电流从相线流经
人体到地（或零线）形成回路，称为单相触电。在触电事故
中，发生单相触电的情况很多，如检修带电线路和设备时，
不作好防护或接触漏电的电器设备外壳及绝缘损伤的导线都
会造成单相触电。

2、两相触电。两相触电是指人体的不同部位同时接触两根带
电相线时的触电。这时不管电网中心是否接地，人体都在电
压作用下触电，因线电压高，危险性很大。

3、跨步电压触电。电器设备发生对地短路或电力线断落接地
时都会在导线周围地面形成一个强电场，其电位分布是电位
从接地点向扩散，逐步降低，当有人跨入这个区域时，分开
的两脚间有电位差，电流从一只脚流进，从另一只脚流出而
造成触电，叫跨步电压触电。



4、高压电弧触电。

5、剩余电荷触电。

三、防止触电的技术措施。

（1）绝缘、屏护和间距是最为常见的安全措施。

1、绝缘：它是防止人体触及，绝缘物把带电体封闭起来。瓷、
玻璃、云母、橡胶、木材、胶木、塑料、布、纸和矿物油等
都是常用的绝缘材料。应当注意：很多绝缘材料受潮后会丧
失绝缘性能或在强电场作用下会遭到破坏，丧失绝缘性能。

加强绝缘：就是采用双重绝缘或另加总体绝缘，即保护绝缘
体以防止通常绝缘损坏后的触电。

2、屏护：即采用遮拦、护照、护盖、箱闸等把带电体同外界
隔绝开来。电器开关的可动部分一般不能使用绝缘，而需要
屏护。高压设备不论是否有绝缘，均应采取屏护。

3、间距：就是保证必要的安全距离。间距除用防止触及或过
分接近带电体外，还能起到防止火灾、防止混线、方便操作
的作用。在低压工作中，最小检修距离不应小于0.1米。

（2）接地和接零。

1、接地：指与大地的直接连接，电气装置或电气线路带电部
分的某点与大地连接、电气装置或其它装置正常时不带电部
分某点与大地的人为连接都叫接地。

2、保护接地：为了防止电气设备外露的不带电导体意外带电
造成危险，将该电气设备经保护接地线与深埋在地下的接地
体紧密连接起来的做法叫保护接地。

由于绝缘破坏或其它原因而可能呈现危险电压的金属部分，



都应采取保护接地措施。如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等电气
设备的金属外壳都应予以接地。一般低压系统中，保护接地
电阻值应小于4欧姆。

3、保护接零：就是把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
分与电网的零线紧密地连接起来。应当注意的是，在三相四
线制的电力系统中，通常是把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同时接地、
接零，这就是所谓的重复接地保护措施，但还应该注意，零
线回路中不允许装设熔断器和开关。

（3）装设漏电保护装置。

为了保证在故障情况下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应尽量装设漏电
流动作保护器。它可以在设备及线路漏电时自动切断电源，
起到保护作用。（热水器插头自带）

（4）注意事项。

1、不要随便乱动或修理电气设备。

2、经常接触和使用的配电箱、配电板、闸刀开关、按扭开头、
插座、插销以及导线等，必须保持完好，不得有破损或将带
电部分裸露。3、不得用铜丝等代替保险丝，并保持开关盖面
完整，以防短路时发生电弧或保险丝熔断飞溅伤人。

4、在移动电气设备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并保护好导线，以
免磨损或拉断。

5、在使用手持电动工具时，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工具外壳
要进行防护性接地或接零，并要防止移动工具时，导线被拉
断，操作时应戴好绝缘手套并站在绝缘板上。

6、在雷雨天，不要走进高压电杆、铁塔、避雷针的接地导线
周围20米内。当遇到高压线断落时，周围10米之内，禁止人



员进入；若已经在10米范围之内，应单足或并足跳出危险区。

四、电器火灾的防止。

电器、照明设备、手持电动工具以及通常采用单相电源供电
的小型电器，有时会引起火灾，其原因通常是电气设备选用
不当或由于线路年久失修，绝缘老化造成短路，或由于用电
量增加、线路超负荷运行，维修不善导致接头松动，电器积
尘、受潮、热源接近电器、电器接近易燃物和通风散热失效
等。

其防护措施主要是合理选用电气装置。例如，在干燥少尘的
环境中，可采用开启式和封闭式；在潮湿和多尘的环境中，
应采用封闭式（卫生间）；在易燃易爆的危险环境中，必须
采用防爆式。

防止电气火灾，还要注意线路电器负荷不能过高，注意电器
设备安装位置距易燃可燃物不能太近，注意电气设备进行是
否异常，注意防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