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安全礼仪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那么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交通安全礼仪教案篇一

设计背景

为了培养幼儿必要的礼仪、礼节，礼貌习惯，增强幼儿礼仪
意识，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结合小班幼儿年龄及认知特
点，拟定活动方案如下。

活动目标

1、学习一些文明用语、并在交往中运用文明用语。

2、学习一些文明礼仪的知识，逐步养成文明行为。

3、形成初步的规则意识，游戏、活动中能自觉遵守游戏规则。

4、初步培养幼儿有礼貌的行为。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重点、难点

建立文明用语意识，能遵守游戏规则规则。

活动准备



1、少儿礼仪录像（早晨到校、放学离校等等的情景）。

2、幼儿有序活动课件。

3、相对情景画面。

活动过程

一、观看少儿礼仪录像。

2、教师和幼儿互相问好。

3、幼儿和幼儿互相问好。对做得好的引导幼儿评价予以鼓励。

二、出示画面。

请幼儿指出那个行为正确，那个不正确为什么？滑滑梯一定
要有秩序，上下楼梯的靠右行等等。

三、组织游戏活动（猫捉老鼠）。

1、老师示范讲游戏规则。

2、按规定轮换猫和老鼠。对按规则做游戏的孩子进行导向性
评价。

教学反思

在这次有关礼仪教育的社会活动中，给幼儿一个实践练习的
机会。通过教师示范、师幼练习、生生练习多种方式对幼儿
使用礼貌用语进行训和建立游戏规则。教师看到有很多幼儿
在礼貌方面进步很快。现在班级中绝大部分幼儿早上来园时
都能跟老师问早、问好还对家长说再见。但离园时，孩子们
看到自己的家长来接时，都非常激动、兴奋，离园时跟老师
说再见的小朋友不是很多，在游戏时、大多幼儿都能遵守游



戏的规则。

交通安全礼仪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吃不完的食品不封口会还潮、变质。

2、通过尝试操作，学习几种简单的封口办法，在实验中比较
发现最好的封口方法，并用标记作记录。

3、感知科技的进步，体验成功的快乐。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人手一只已开封的食品包装袋(如：暑片的包装袋)保鲜袋，
毛线、双面胶、塑料夹、封口夹、五角星若干。

2、一袋已开袋的饼干，大记录表一张。

活动过程

1、师幼谈话导入。——出示已开袋的食品，

提问：

(1)食品吃不完，就这样放着，过几天吃感觉会怎样呢?

(2)为什么吃上去不香了?

2、幼儿讨论交流。——请大家讨论一下，可以怎么办让食品



吃上去还是香香的?

3、幼儿实践交流。师：刚才你们想了很多办法，老师也为你
们准备了一些材料，请你们去试一试。

师：你的袋口封住了吗?，你是怎样封住袋口的?

4、实验比较记录。

(1)师：小朋友刚才都试了用不同的'方法封住袋口，你觉得
用什么办法最方便，封口封得最牢?我们来做个实验。

(2)幼儿实验，将保鲜袋装满空气后封口，看哪种方法不漏气。

(3)进行记录，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下贴一个五角星。

(4)师小结：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家们发明的产品越来越先
进，就象这个食品封口夹，夹起来很方便，而且很密封。

5、拓展生活经验师：生活中我们除了没吃完的食品要封口，
还有什么时候塑料袋也要封口?可以怎样封口?下次，我们小
朋友可以帮助爸爸妈妈将塑料袋封口。

活动反思

本活动的结束部分，以教师的介绍来引导幼儿认识更好更先
进的封口方法和工具，使幼儿在今天所学习到的知识基础上
又积累到了新的经验，丰富自己的所学内容。同时，以教师
的鼓励，来培养幼儿对科学的兴趣。使幼儿在学习中有信心
通过实验操作来提升自身的科学探究能力；在生活中提高自
我服务能力。



交通安全礼仪教案篇三

案例一：游戏开始，我走进娃娃家做客，娃娃家的妈妈婷婷
对我说：“老师，我们去吃蛋糕吧!”我答应了，于是和她一
起走进了蛋糕店坐了下来，可是过了很久都没人招待我们，
婷婷就开始大喊，“我们要蛋糕!”喊了好几声，终于服务员
凡凡听见了，她端了块蛋糕过来给我们，什么话都没说就走
了，婷婷又开始喊：“我还要一杯奶茶!”边上的其他顾客也
学她开始大声喊，一时间，蛋糕店充斥着喊叫声。我
说：“你们想吃什么可以告诉服务员的。”结果我说完，大
家又开始大声喊：“服务员!服务员!”吃完东西后，我们离
开时，服务员看到我们什么都没说，继续拨弄手上的端盘。

分析策略：

中班幼儿随着自我意识及语言能力的发展逐渐脱离小班的独
立倾向，形成与周围人交往的需要，游戏是培养幼儿交往能
力的有效途径，在今天的游戏中我们可以发现，本班幼儿的
交往能力还是比较差的，大部分幼儿还是喜欢摆弄游戏材料，
角色语言的交流比较少。像蛋糕店的服务员，应该是一个比
较考验幼儿交流能力的角色，但是凡凡明显没有做好，她与
顾客没有交流。在讲评时，我向幼儿提问，你们有没有看见
过服务员?在哪里看见过?她们会说什么?会做什么?通过讨论
了解服务员的一些职责，同时，我还和孩子们讨论了一些日
常礼貌用语，比如：“你好”“谢谢”等及其用法，希望丰
富幼儿在游戏中的日常礼貌交往用语。

文档为doc格式

交通安全礼仪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在活动中体验、感知，了解和掌握基本卫生、游泳安全知



识，形成自我保护和保健的基力。

2、培养幼儿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情感和态度。

3、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课件、创设去海边游泳的情境、水果、饮料、游泳衣、救生
圈等。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谈话导入。

1、谈话：炎热的夏天悄悄来到了，你最喜欢参加夏天的什么
活动？

2、创设情境，激发幼儿的兴趣。播放海滩的游泳景象的录像，
激发幼儿参加的热情，创设一起外出去游泳的情境。

二、引导自主选择、辨析，学会饮食卫生。

1、创设情境：在途中大家口渴难忍，要购买水果、饮料。

2、出示水果，幼儿自主选择、辨析。

教师扮演水果店的老板出示两盘水果，（一盘洗过了的好的
水果，一盘没有洗的还有点烂的）请几个小朋友挑选。

3、明确饮食卫生。组织幼儿讨论，交流对夏天吃水果的认识，



形成讲究卫生的'意识。

三、自主讨论，预防中暑。

2、通过讨论，教师小结：

（1）中暑的原因或条件；

（2）怎样预防中暑。

3、请幼儿商讨救鲁蛋的方法。播放另外一半动画片，即鲁蛋
得救的部分。

四、模拟游泳情境，学习游泳安全知识

1、到达目的地，创设游泳氛围。教师扮演游泳教练，讲述发
生的溺水事故，引起幼儿重视。

2、教师播放游泳片，让幼儿明白准备活动的要领和安全知识，
以及注意事项。

五、学唱儿歌

1、教师小结：在炎热的夏天，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边走要
注意健康和安全，现在暑假快要到了，每一位同学小朋友都
要注意这些问题，过一个健康、安全的暑假。

2、师生一起伴着音乐学唱儿歌。

附：儿歌

夏天到，火辣辣，小朋友们乐陶陶。多喝水，慎饮食，出外
活动要当心。健康安全要牢记，养成生活好习惯。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让幼儿观看了预防溺水的相关视频、图片，让幼儿
知道水中潜存的危险，不能一个人去水边、要在大人的陪同
下游泳等，让幼儿了解了防溺水的相关方法和重要性，幼儿
的安全意识得到了很好提高。

首先，让孩子们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片，让幼儿更形象直观
地了解一些预防溺水的安全注意事项：不单独到池塘边、河
边或水沟玩水、嬉戏，不独自和同伴去河边游泳，当发生同
伴溺水危险事故时及时向附近的大人求救，不得自行组织救
助等。深化防溺水安全教育，使孩子掌握自防自救知识，提
高自防自救能力。

本次活动我通过和孩子们观看防溺水安全警示片，导入活动。
小朋友们初步了解游泳安全，在图片详细解说下明白：不能
私自下水，不到无人看管的水域玩耍，游泳前先做热身运动，
见到有人溺水大声呼救等知识。同时也利用图片让孩子们判
断游泳时做的事，加深孩子们的印象。最后活动延伸是和家
长宣传防溺水的知识，达到家园共育。

交通安全礼仪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观看视频，了解并学习拍手、握手、摆手等礼仪动作
和用语，学习礼仪儿歌。

2.在日常与朋友的交往知道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体验知
礼、懂礼、学礼的快乐。

活动准备：

视频三段

动作图片若干



活动过程：

1. 观看第一段视频

(1)今天孙老师带来了一段视频，请你仔细地看一看，有谁?
他们说了什么?幼儿观看视频。

2.观看第二段视频

(2)观看结束提问“朋友见面了，说了什么?边说边做什么?教
师总结：你好你好点点头。

(3)哪两个小朋友来学一学

3.看图模仿动作学儿歌

(2)那请你看看老师在做什么动作?(伸手)在哪里看到过这个
动作?(幼儿先说后呈现图片)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引出儿歌：
请进请进伸伸手。

(3)做个礼仪好宝宝，伴随着礼仪动作说礼貌用语宝宝像个小
淑女、小绅士，老师这还有一些动作图片，请你去看一看，
学一学图片上的动作，想一想，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幼儿
看图并模仿动作)

4.完整儿歌表演

学着做个礼仪好宝宝，相信大家都会喜欢你，生活中的礼仪
还有很多呢，现在我们先把今天学的这些礼仪看着图完整的
做一做、说一说。

5. 迁移经验讨论：

6.延伸活动：



附儿歌：

我有一双小小手，要拉许多好朋友，你早你早弯弯腰，你好
你好点点头，谢谢谢谢拱拱手，请进请进伸伸手，欢迎欢迎
握握手，真棒真棒拍拍手，再见再见挥挥手，做个礼仪好宝
宝。

备注：

为了避免活动的说教与枯燥乏味，考虑到动静交替的原则，
我加了一点模仿动作的图片让幼儿看一看、学一学、做一做，
不知是否合理，本次活动整体感觉是在幼儿的学说与学做中
展开，大家看过后，有什么问题或是宝贵的好建议提出来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