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第一课教案小班防疫(汇总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安全第一课教案小班防疫篇一

一、：

1、通过观察画面和讨论活动，知道小朋友爬高是很危险的道
理。

2、愿意用“xx帮帮我，我要……..”的简单句型请求别人帮
助，感知得到满足的快乐。

二、：

幼儿用书，糖果玩具等放在高处的柜子上。

三、：

（一）

教师：图上有谁?小朋友在做什么?

（二）

教师：小男孩想要什么?他是怎样做的?摔倒了会怎样?

教师：小女孩想要什么?她拿不到，喊谁帮忙?宝宝高兴吗?

（三）



教师：小朋友你有没有摔交?你是怎么摔交的?感觉怎么样?

鼓励幼儿大胆发表自己的想法。

（四）

教师：小朋友，看一看柜子上有什么?你想要吗?

请一个小朋友自己上来尝试拿高处的玩具。(够不着)

教师：拿不到怎么办?你会请老师帮忙吗?

引导幼儿说说：老师帮帮我，我要拿玩具。然后大家一起说
一说，将玩具拿给小朋友。

安全第一课教案小班防疫篇二

一、：

1、通过观察画面和讨论活动，知道小朋友爬高是很危险的`
道理。

2、愿意用“xx帮帮我，我要xx”的简单句型请求别人帮助，感
知得到满足的快乐。

二、：

幼儿用书，糖果玩具等放在高处的柜子上。

三、：

（一）幼儿看图，了解画面上人物的行为。

教师：图上有谁？小朋友在做什么？



（二）引导幼儿看图讨论，知道爬高的危害。

教师：小男孩想要什么？他是怎样做的？摔倒了会怎样？

教师：小女孩想要什么？她拿不到，喊谁帮忙？宝宝高兴吗？

（三）自己的生活经验，知道爬高的危害。

教师：小朋友你有没有摔交？你是怎么摔交的？感觉怎么样？

鼓励幼儿大胆发表自己的想法。

（四）情景表演，引导幼儿演示请求别人帮助的语言情景。

教师：小朋友，看一看柜子上有什么？你想要吗？

请一个小朋友自己上来尝试拿高处的玩具。(够不着)

教师：拿不到怎么办？你会请老师帮忙吗？

引导幼儿说说：老师帮帮我，我要拿玩具。然后大家一起说
一说，将玩具拿给小朋友。

可以请个别幼儿上来拿，尝试够不着，鼓励有一起请求：老
帮帮我，我要糖果。老师：好呀，我来帮助你们。教师将糖
果拿下来一个一个发给孩子，鼓励幼儿说谢谢。最后让幼儿
品尝甜甜的糖果。

安全第一课教案小班防疫篇三

1、结合生活实际，让幼儿了解园内园外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需
要注意的地方。

2、乐于探索、交流和分享。



3、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与能力。

1、相关图片(晨检入园、危险品、在园时间、上下楼梯、午
睡、遇到危险时、不吃陌生人东西、玩大型玩具、不再活动
室乱跑、离园等等)

2、判断题若干个。(图片形式)

3、手指游戏一个。

4、轻音乐一个。

1、课题导入

(幼儿分别回答)

2、出示图片依次向幼儿讲解，让幼儿了解并培养初步的安全
意识。

3、讨论：有了这么多的防范安全措施，是不是就一定安全了
呢?为什么?

4、游戏：判断对错

游戏规则：老师依次出几道口头判断题，里面的小朋友如果
做对了，小朋友就双手举起来比划圈圈，如果不对，则比划
叉叉。(加深小朋友印象，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

手指游戏：小朋友，左手预备，右手预备;左手摇摇，右手摇
摇;左手拍拍，右手拍拍;左手上来，右手上来;左手开花，右
手开花(左右手分别放在胸前做花状);我有一颗爱心，天天都
很开心。

希望每个小朋友随时注意身边的安全，天天都开开心心，健
健康康，安安全全的成长，这样不仅爸爸妈妈开心放心，同



样也是老师所希望的哦，加油!

安全第一课教案小班防疫篇四

目标：

1 理解故事内容，学习故事中的对话。

2 体验开开心心上幼儿园的情感。

准备：故事磁带、教学挂图、幼儿用书《开开心心上幼儿园》

教学重点学习故事中的对话 教学难点 故事表演

过程：

2、学说对话，进一步理解故事中的内容：

出示背景图和故事中的动物形象讲述故事：

----------小青蛙看见小鸭子、小乌龟是怎么说的?

小动物是怎样上幼儿园的? 幼儿自由结伴讨论故事内容，教
师巡回聆听：

-------为什么要开开心心上幼儿园?

3、情景表演，体验高高兴兴上幼儿园的情感： 观看大班幼
儿的表演。 大班幼儿带弟弟妹妹一起表演，进一步体验开开
心心上幼儿园的情感。

4、经验迁移、表达感受：

----------你会将自己开开心心上幼儿园的故事表演给大家



看吗? 幼儿表演，教师观察、鼓励幼儿。

5 小结讲述幼儿表演情况。

“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这是我们幼儿园从领导到老师的一
条信念。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入园的第一课就
是从安全意识培养开始。

一、 让幼儿了解一些生活常识，学习和巩固一些自我保护的
方法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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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是各种意外伤害发生
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如热水、药品是孩子日常经常接
触的物品。

花花绿绿的药品会让孩子误认为是糖豆而吃进肚里。杯里的
热水也会因为孩子不会判断而造成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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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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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孩子自己来区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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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的环境应是关注孩子的健康和安全的。教师应与孩子
共同创设相应的物质环境，对孩子进行直观、形象而又综合
的教育。那天，我发现孩子常常在室内乱跑，发生相撞的事
情，于是与孩子进行商量，我们决定在室内布置一些安全标
记，提醒孩子注意。



但孩子不了解安全标记，我们就从认识安全标记入手，在认
识的基础上，我们在班内的电视机及开关上张贴了禁止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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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提醒孩子注意安全。

在活动区，我们还开设了安全角，墙上贴有安全
图、110、120、119标记。玩具柜内摆有救护车、救火车、警
车等，还有电话、手机模型。在进行活动区活动时，通过游
戏训练了孩子遇到困难如何救助的方法。

三、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促进幼儿自我保护能力的发
展。

幼儿在户外发生摔伤、磕伤或被尖锐物扎伤等情况其实多数
是因为孩子不会正确进行游戏或不会使用一些工具引起的，
所以在教育活动中要增加必要的生活课程，对幼儿进行自我
保护教育的内容。如观看安全教育课件、发生事故的现场图
片等。

四、利用标记、语言进行暗示，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
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良好的行为习惯与自我保护能力是紧密结合的。小班刚进入
幼儿园，孩子年龄小，一些常规的养成还不能形成习惯。于
是，形象的标记帮助了幼儿。刚开学，幼儿入厕、喝水常常
拥挤，我不断的提醒，但不见成效。偶然的一次，我想起了
银行的一米线，有了一定的限制孩子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了。

于是我在孩子的小便池、洗手池、贴上小脚印儿;在喝水的茶
桶旁边用及时贴栏了一个正方形。孩子马上明白了，喝水的
时候要在线外面排队等，轮到自己了在进入图形里面倒水喝。
上厕所洗手的时候是只有踩上小脚印，才能洗手、接水，没
有了小脚印儿就要在旁边等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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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孩子具有好奇心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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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师不能因为这些
就限制孩子的活动。虽然他们年龄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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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要在一日活动中，仔细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利用各种教
育活动，提高孩子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意识。

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重要的`是不仅应该让孩子知道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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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孩子刚刚入园，遇到不舒服或尿
湿裤子，许多孩子不敢告诉老师。我就设计了木偶表演“小
红不舒服了”。

让幼儿知道不舒服时主动告诉老师或爸爸妈妈。这样，在孩
子最喜欢的活动中，将自我保护的内容融入了游戏之中，使
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巩固了生活技能。避免了不必要
的伤害，增强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

上下楼梯对小班幼儿来说不安全的因素会加大。但只要采取
相应的安全措施的同时，提供给孩子接触不安全因素的机会，
才能提高孩子自我保护的能力。

在上下楼梯时，我教会孩子掌握上下楼梯的基本动作，并常
常监督好，使孩子双脚协调上下楼梯的技能有很大提高。当
孩子掌握了要领，自然爬起来得心应手，促进了他们自我保
护能力的发展。

总之，加强安全意识的培养，对缺少生活经验、体能发展不



完善、运动机能差的幼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每个
幼儿的安全和健康，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我们在关心、呵
护幼儿的同时，应防患于未然，消除幼儿身边的不安全因素，
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当教给幼儿必要的安全知识，只有把安
全的金钥匙交到每一名幼儿手中，这才是最可靠的。

活动内容：《安全第一课》

活动目标： 1、巩固幼儿已有的一日生活常规和各种生活习
惯。

2、引导幼儿实现以家庭生活为主到以幼儿园生活为主的转变，
将安全教育渗透到各个活动中。

3、学会关心和帮助中小班的弟弟妹妹，学会和同伴团结友爱，
学习用关心爱护的语言和小朋友交往。

活动准备： 1、保教人员检查活动室内外的安全

2、课前带幼儿参观幼儿园，进一步了解幼儿园

活动过程：

一、入园活动

1、热情接待入园幼儿，相互问好

2、通过“问、看、查、摸”对幼儿进行晨检

二、入厕

在分组上厕所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三、室内活动

四、离园活动

1、不跟陌生人走，紧牵父母的手，以防走失

2、知道靠右行，不抢行

3、按幼儿园的作息时间入园

五、延伸活动

家长给孩子讲诉生活中的安全知识，增强幼儿安全意识

安全第一课教案小班防疫篇五

一、活动目标:

1.教育孩子知道什么是食物中毒。

2.让孩子了解食物中毒的危害，以及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二、活动课时:

三、活动准备:

食物中毒现场表演演示仪

四、活动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引导孩子明白病从口入，教育孩子有正确的饮食习惯。

难点:自救方法可以用自己的话来描述。



五、活动流程:

1.简介:

看孩子表演:一袋膨化食品。

(1)老师:今天老师要请小朋友来一场表演，看看是谁在做？
之后发生了什么？

(2)孩子看一个孩子的表演。信息大致如下:孩子手里拿着一
袋膨化食品说:“我今天在店里买了一袋膨化食品。”然后，
打开食物袋，吃下这袋食物，然后假装肚子疼。

(3)引导孩子讨论:老师:这位小朋友怎么样？什么原因导致胃
痛不适？让孩子根据自己的经历发表自己的看法。宝宝:我吃
了这包食物后肚子痛。

孩子:老师，有一次我吃了一个烂苹果，然后就肚子疼，拉肚
子。

总结:好像所有的孩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想知道为什么会
这样吗？

2.物质中毒有哪些种类？老师一一介绍。

(1)夏天天气炎热，各种病菌繁殖最快。这时，如果人们吃了
被细菌污染的食物，就会得痢疾、霍乱、伤寒等疾病。这种
中毒叫细菌性食物中毒。

(2)中毒和化学性食物中毒。比如吃了沾了残留农药的蔬菜会
中毒。

(3)如果吃了有毒的动植物，就会这样中毒。这叫有毒动植物
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后，对人体健康有什么危害？食物中毒对人体健康
危害极大，轻则胃，重则肝、肾等器官，有的甚至会留下终
身的根子……后遗症。

3.食物中毒后应该怎么做？

(1)立即用手指轻轻搅动喉咙，把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

(2)多喝温水，促进新陈代谢，让有毒物质快速排出体外。

(3)如有发热、呕吐、腹泻等症状，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4.怎样才能预防食物中毒？

(1)吃水果前，要浸泡，清洗，去除上面的细菌和农药。

(2)不吃生四季豆、发芽土豆等容易引起食物中毒的食物。

(3)不吃生的海鲜和肉类，不吃熟食和腐烂的食物。

(4)购买时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总结:

孩子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是食物中毒以及中毒后该怎么
办。希望孩子能记得预防食物中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