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 一年级安全
教育教案(优质10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
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篇一

1、使学生认识一些交通标志。

2、了解这些交通标志的作用，遵守交通规则。

一、导入

1、平平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一天，他在爸爸的陪同
下来到学校，爸爸教了一首儿歌给平平。

2、一起背儿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警示要看清;过马路，
左右看，交通规则记心中。”

二、教授新课

1、交通信号灯

(1)同学们，过马路的时候你们注意过交通信号灯吗?

(2)谁说说交通信号灯是什么样子的?

(3)你们知道这三种不同颜色的信号灯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吗?

(4)老师给大家讲解三种颜色信号灯表示的不同意思：红灯表



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通行，黄灯表示警告。

(5)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应该怎么根据各种颜色的信号灯安全
的过马路呢?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这个问题，互相补充，
然后各组选出代表汇报。

2、认识交通安全标志

(1)出示几种交通安全标志让学生辨认。(直行、向左转弯、
向右转弯、人行横道、步行)

(2)人行横道是专门为行人设置的安全通道，行人走路要走人
行横道。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靠路边行走，一定要注意
前后左右的车辆，否则容易发生意外。

(3)机动车车道是道路中间的车道，供汽车等机动车行
驶。(出示图，边讲边让学生辨认)

(4)非机动车车道是两边的车道，供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行
驶。(出示图，边讲边让学生辨认)

三、扩展练习

1、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这几种交通安全标志，你还知道哪些
交通安全标志?

2、画一画你知道的交通安全标志，让大家猜。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认识一些危险标志。了解了这些
交通标志的作用，并表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篇二

通过坊子区尚庄小学犯罪分子入侵校园事件，教育学生一定



注意安全，明确确保校园安全的重要性，懂得如校园暴力事
件的应对方法。

1向学生传达4.30日7：40坊子区尚庄小学暴力事件

2校园暴力是社会暴力现象在校园的延伸，社会暴力入侵校园，
使危及校园安全的恶性案件不断出现。犯罪分子或出于个人
恩怨，或为了报复社会，也有由精神病人引发的。

3校园暴力主要有五种形式：

一是索要钱物;

二是以大欺小，以多欺少;

三是动辄拳脚相向;

四是同学之间用暴力手段争短论长;

五是不堪长期受辱，以暴易暴，冲动报复。

4危害：

校园暴力给学生所造成的危害，远不止皮肉的创伤、心理的
恐惧，更严重的是会造成孩子们心灵的扭曲。在一次次的校
园暴力事件发生后，无疑会在青少年中造成一种不良的暗示：
邪恶比正义更有力量，武力比智力更有价值，而这将是相当
危险的。现在在校园中流行的“认哥、认姐”的行为，也有
不少是屈服甚至认同这种校园暴力之下寻求保护的选择。

5面对校园暴力，该怎么办?

同学们要学会勇敢，学会应对的方法。

a同学们遇到校园暴力，千万不能因害怕而忍气吞声。越是沉



默越会助长施暴者的淫威，招来更多的伤害。b应及时告知老
师和家长，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一旦遇到这类事件，要在
第一时间与学校联系，也可以告诉家长，以取得有效的保护。
只要同学们将遭遇说出来，家人和学校就可能找到解决问题
的办法，否则，同学们的懦弱只会助长校园暴力的歪风蔓延。
很多同学对外来的“坏势力”没抵御能力，被欺负次数多了，
很有可能造成行为退缩，不敢与人交往，不敢接触社会，甚
至产生自闭心理。同时，在学习和生活中难免会有一些冲突、
误解和不和，但是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诸如不经
意间被谁“蛮横”地撞了一下，进门时被谁“瞪”了一眼，
感觉被谁“冷落了”等等，只要及时沟通，一切都能够化解，
莫让校园暴力在我们身边滋生。

c拨打电话110

通过坊子区尚庄小学犯罪分子入侵校园事件，教育学生一定
注意安全，明确确保校园安全的重要性，懂得如校园暴力事
件的应对方法。

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篇三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是我们每位教
育者的职责，在教给他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安全教育也
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为了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学习
简单的安全自救方法，对每一个家庭而言，父母含辛茹苦地
养育孩子，目的是希望孩子茁壮成长，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同时也为家庭、为父母争光。一个人从小学到高中，差不多
有12年时间在学校里度过，约占人生六分之一的时间。如今
的在校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孩子
走出家门跨进校门，人虽然不在父母身边，但父母的心时刻
维系着子女，牵挂着他们的安全，总希望他们在学校安安全
全地读书。因此，作为学生，为了自身的幸福，也为了体谅
父母的一片苦心，人人都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珍惜健康和
生命，时刻牢记“安全”两个字。我班特制定中小学公共安



全教学计划：

孩子们都热爱学校，热爱班级，学习积极性高，能听老师的
话。但也有部分孩子自我约束能力极差，卫生习惯差。

1、加强学生自主管理，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2、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

3、确立班级奋斗目标：在实现班集体的奋斗目标的过程中，
充分发挥集体每个成员的积极性，要让他们分享集体的欢乐
和幸福，从而形成集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4、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到不乱扔、乱吐、乱画。
学会清理书包、抽屉，学会打扫教室卫生。

5、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
健全班委会，明确分工，提高小干部的管理能力。

1、充分利用班会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2、发挥小干部作用，师生共同管理班级。

3、充分利用课堂40分钟向学生进行教育。

4、加强安全教育，利用晨会、集会、升旗、黑板报等形式开
展安全知识教育，平时多深入了解，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确保学生安全。

5、抓好两操的教育。

6、加强家校联系，家长与老师共同教育孩子。

本册教材分四个阶段学习：



1---4周：

第一课《上学和放学》；

第二课《认识交通标志》；

第三课《认识简单的危险标志》。

5---8周：

第四课《社区和室内活动安全》；

第五课《用电安全》；

第六课学习一些食品安全等知识。

9----12周：

第七课食品安全知识；

第八课小心，别伤着；

第九课学会自我保护。

13----16：

第十课时乘车的安全；

第十一课课间活动要注意安全；

第十二课在家的劳动安全；

第十三课学校劳动安全。



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篇四

1、平平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一天，他在爸爸的陪同
下来到学校，爸爸教了一首儿歌给平平。

2、一起背儿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警示要看清；过马路，
左右看，交通规则记心中。”

二、教授新课

1、交通信号灯

（1）同学们，过马路的时候你们注意过交通信号灯吗？

（2）谁说说交通信号灯是什么样子的？

（3）你们知道这三种不同颜色的信号灯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吗？

（4）老师给大家讲解三种颜色信号灯表示的不同意思：红灯
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通行，黄灯表示警告。

（5）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应该怎么根据各种颜色的信号灯安
全的过马路呢？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这个问题，互相
补充，然后各组选出代表汇报。

2、认识交通安全标志

（1）出示几种交通安全标志让学生辨认。（直行、向左转弯、
向右转弯、人行横道、步行）

（2）人行横道是专门为行人设置的安全通道，行人走路要走
人行横道。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靠路边行走，一定要注
意前后左右的车辆，否则容易发生意外。



（3）机动车车道是道路中间的`车道，供汽车等机动车行驶。
（出示图，边讲边让学生辨认）

（4）非机动车车道是两边的车道，供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行驶。
（出示图，边讲边让学生辨认）

三、扩展练习

1、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这几种交通安全标志，你还知道哪些
交通安全标志？

2、画一画你知道的交通安全标志，让大家猜。

教后反思：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认识一些危险标志。了解了这些
交通标志的作用，并表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第三课认识简单的危险标志

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篇五

（一）班会目：

1、使学生知道一些简单安全常识。

2、使学生掌握一些在家遇到火灾、触电、食物中毒、遇到坏
人处理方法。

（二）活动地点：教室

（三）教育重点：

学习防火、防触电、防中毒、防坏人破坏生活常识，培养有
关防范力。



（四）班会流程：

1、第一组代表表演防火：（一人读情节过程，三人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处理？发生火情应该怎样与
消防队取得联系？（打火警119、讲清出事地点详细地址、火
势情况）

3、学习防触电知识情景表演：

（1）第二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讨论观察表演后讨论：

a、提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做？

4、学习防中毒知识情景表演：

（1）第三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5、学习防坏人破坏知识情景表演：

（1）、第四组代表：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五）巩固总结

1、匪警、火警、急救中心电话各是什么？遇坏人打110，着
火打119，急救中心120。



2遇到火情，危险情况时，要保持镇静，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注意事项：

防火：不要在易燃物品（棉织物、柴草堆、木板堆、柴油汽
油库等）附近玩火、放鞭炮。注意（液化气）灶合理使用，
用完电熨斗、电炉后应立即拔出插头。

防触电：自己不随便摆弄电器，用久电器设施要注意检查、
维修。

防中毒：不吃过期、腐烂食品，有毒药物（如杀虫剂、鼠药
等）要放在安全地方。

（六）学生发表本节班会课感想

（七）班主任总结

同学们，生命像是一根丝线，一端系着昨天，一端系着明天。
站在两端之间，我们才知道：因为生命，我们才会拥有今天，
因为今天，我们生命才得以延续。

生活中总有一些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并不可怕，可怕是
没有自救互救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今天我们目便是培养大
家这种意识和能力，在紧急时刻我们能用自己经验和知识去
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

我们生命是宝贵，也是脆弱，一次小小意外就可能吹破生命
那张薄弱纸，一点点烛光可能很微弱，寒风、冷雨会将它随
时浇熄，但如若我们将它捧在手心，细心呵护，那一点微弱
烛光就可能照亮整个世界。



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篇六

1.使学生知道一些简单安全常识。

2.使学生掌握一些在家遇到火灾、触电、食物中毒、遇到坏
人处理方法。

教室

学习防火、防触电、防中毒、防坏人破坏生活常识，培养有
关防范力。

1、第一组代表表演防火：（一人读情节过程，三人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处理？发生火情应该怎样与
消防队取得联系？（打火警119、讲清出事地点详细地址、火
势情况）

3、学习防触电知识情景表演：

（1）第二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讨论观察表演后讨论：

a.提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做？

4、学习防中毒知识情景表演：

（1）第三组代表表演：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5、学习防坏人破坏知识情景表演：



（1）第四组代表：

（2）大家认真观察表演后讨论：

1、匪警、火警、急救中心电话各是什么？遇坏人打110，着
火打119，急救中心120。

2、遇到火情，危险情况时，要保持镇静，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注意事项：

防火：不要在易燃物品（棉织物、柴草堆、木板堆、柴油汽
油库等）附近玩火、放鞭炮。注意（液化气）灶合理使用，
用完电熨斗、电炉后应立即拔出插头。

防触电：自己不随便摆弄电器，用久电器设施要注意检查、
维修。

防中毒：不吃过期、腐烂食品，有毒药物（如杀虫剂、鼠药
等）要放在安全地方。

同学们，生命像是一根丝线，一端系着昨天，一端系着明天。
站在两端之间，我们才知道：因为生命，我们才会拥有今天，
因为今天，我们生命才得以延续。

生活中总有一些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并不可怕，可怕是
没有自救互救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今天我们目便是培养大
家这种意识和能力，在紧急时刻我们能用自己经验和知识去
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

我们生命是宝贵，也是脆弱，一次小小意外就可能吹破生命
那张薄弱纸，一点点烛光可能很微弱，寒风、冷雨会将它随
时浇熄，但如若我们将它捧在手心，细心呵护，那一点微弱
烛光就可能照亮整个世界。



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篇七

1、了解文具的作用及其文具给自己带来的一些隐患。

2、学会选择安全的文具，做一个文明安全的少年。

3、养成良好的文具安全选择的习惯。

1、学会选择安全的文具，做一个文明安全的少年。

2、养成良好的文具安全选择的习惯。

1、课件。

2、学生准备好自己的文具、玩具。

一、学生活动找文具

1、找找自己的文具，他们都有什么特点?

采用活动的形式，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自己玩具的特点，这样
更有利于学生学习。

2、学生汇报：

(1)你有哪些文具?这些文具有什么特点?

(2)如果将手中的文具进行分类，你会怎么分?

二、学生活动文具分类

1、将自己组的文具进行分类

通过分组的方式，让学生在分类中感受文具存在的问题，收
集信息。



2、汇报：你们组将文具分成了几类?为什么这样分?

3、提问：从你的文具中，你知道了什么?

4、质疑：关于文具，你有什么问题吗?

三、学生活动文具的危害

你是怎么知道的?

2、学生活动找找自己文具的毛病

3、课件出示小博士的话

采用课件，让小博士的话提醒学生文具的主要危害，有利于
保护学生的身体。

4、小结：小博士告诉我们文具存在三种危害：气味污染，重
金属污染和荧光剂。

5、讨论：既然文具有这些方面的危害，那我们该怎么选择文
具呢?

6、学生汇报、交流

7、提问：这节课，你知道了什么?

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篇八

1、使学生了解一些用电的安全常识。

2、使学生学会正确、安全的用电。

1、安全用电标志。



（1）你们了解安全用电标志吗？

（2）安全用电标志分为颜色标志和图形标志。颜色标志常用
来区分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用途的导线，或用来表示某处安
全程度。图形标志一般用来告诫人们不要去接近有危险的场
所。

（3）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黑色，你们知道都是用来标
志什么的吗？

（4）老师结合图片向学生讲解不同颜色标志代表的不同含义。

2、预防触电。

（1）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存在电。你们知道怎样
预防触电吗？

（2）师生共同总结用电尝试：家电停止使用时，要拔掉电源
插头；手、脚和身体湿的时候不要触摸电器；不要把手伸进
运转的电风扇、搅拌机和水果榨汁机里等等。

3、触电后怎么办。

（1）触电后应立即拉下电源开关或拔掉电源插头。

（2）迅速拨打电话，你们知道应该拨打什么电话号码吗？

（3）如果无法及时找到或者断开电源，应该怎么办？

1、我们经常看到电池，你们说摸电池会触电吗？你们知道这
是为什么吗？

2、今天这节课，你们学到了哪些用电安全知识？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知道了安全用电标志分为颜色标志



和图形标志。颜色标志常用来区分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用途
的导线，或用来表示某处安全程度。图形标志一般用来告诫
人们不要去接近有危险的场所。同时，使学生了解一些用电
的安全常识，使学生学会正确、安全的用电。

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篇九

教学目标：

1、认知一些常用的安全标识，知道它们的特征和作用。

2、提高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追求平安幸福的生活。

教学重点：

认知一些常用的安全标识，知道它们的特征和作用。

教学难点：

增强安全意识。

教学准备：

图片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这些标志吗?(出示图片)

二、看一看，想一想(分析事例，强化观点)：

1、引导学生看图，老师读“安全警示”中的故事(p27)。

2、引导学生想一想，说一说：



你知道在生活中还有那些不安全的地方不能去?

3、教师补充小结。

三、说一说，记一记：(联系实际，辨别是非，指导行为)

1、引导学生看图，读读“小博士”的话，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2、读小博士的话，了解以下内容

(1)出示图片，认识常见的安全标志。(2)听老师讲解这些安
全标志的作用。

3、记一记安全标志，同桌互相指认。

4、说说你在哪见过哪些安全标志?

四、总结全课，测一测：

1、小检测：想一想，画一画

(1)你还知道哪些安全标志?请画一画。(2)看图，说说这些地
方能去吗?

2、学生看拼音读“小贴士”《学儿歌知安全》

一年级安全教学总结篇十

1、教育学生要遵守交通规则。

2、使学生平安上学和放学。

我们已经上一年级了，有的同学能够独自一个人或者和小伙
伴上学、回家了，但是从家到学校的路上会有很多的危险，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做一个让爸爸妈妈放心的好孩子。



1、要遵守交通规则。

（1）同学们，你们都知道哪些交通规则？

（2）看来同学们知道的还不少，老师总结一些交通规则。

（3）齐背“红灯停、绿灯行”的安全儿歌。同学们一定要记
住，千万不要抢红灯。

2、坐车时不要抢座位。

（2）师生共同总结坐车时应该注意的安全。

（3）分组表演“坐车上学的路上。”

3、不要在街上打闹或者游玩。

（1）我们中午或者晚上排队回家，在路上除了遵守交通规则，
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3）为了减少发生危险的可能，放学后一定要早早回家，不
要在街上游玩。

（4）如果家里没有人，也要在家的附近等爸爸妈妈回来，不
要离家太远。

4、要远离高空危险物行走。

（2）为了防止砸伤，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些高空危险物，尤其
是在刮风下雨的天气，最好能绕行。

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一定要远离危险，高高兴兴上学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懂得了一些交通规则，牢记



了“红灯停、绿灯行”的安全儿歌。同学们并表示：一定要
记住，千万不要抢红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