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国家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汇
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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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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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国家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让孩子提高保护意识。

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手偶一支

活动过程：

1、利用手偶为幼儿讲述“在公共场所与大人走散”的故事。

2、让幼儿帮助小主人公想办法找到爸爸妈妈。

3、为幼儿讲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1）不要慌张，也不要哭泣，站在原地等一会儿，也许爸爸
妈妈会来这里找你呢！



（2）如果等不到爸爸妈妈，可就近求助商场的工作人员或保
安，告诉他们你和家人走散了，请他们帮忙用广播寻找。

（3）不要漫无目的的在商场内乱跑，更不要随便找一个人就
告诉他，你的爸爸妈妈不见了。

（4）不要离开商场，更不要跟陌生人走，因为他可能是骗子。

（5）要乖乖地听商场工作人员的话，站在他们身边，一起耐
心地等待爸爸妈妈来找你。

小班国家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暑假里的安全知识，知道防溺水和防雷电的方法。

2、增强在生活中的自我保护意识。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活动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

了解暑假里的安全知识，知道防溺水和防雷电的方法。

活动难点：

增强在生活中的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

各种安全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二、学习防溺水、防雷电知识。

1、防溺水

教师：暑假里是炎热的天气，好多小朋友就喜欢去游泳，我
们学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我想请小朋友来说一说，谁知道
怎样来保护自己才不会发生溺水事件。

我们来看看这些图片上的小朋友做法对不对。

图片一：几个小朋友一起在河里玩水，这样对吗？

图片二：玩具掉到了河、湖、池塘里，应该怎么做呢？

图片三：小朋友在河、湖、池塘、海边玩，应该注意什么呢？

教师小结：

我们知道不正确地玩水会带来危险，我们不能在没有大人的
陪同下和小朋友去玩水，也不能自己去捡河里的东西，如果
小朋友在海边或者游泳池上玩，一定要和大人在一起，保护
好自己。

2、防雷电

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说一说一些相应的做法和措施。



图片一：打雷时闪光容易击中电线，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应该
怎么办呢？

图片二：大树湿湿的，也容易被雷电击中，下雨天我们能躲
在大树下面吗？

图片三：外面在打雷下雨时，我们在家里应该怎样注意用电
安全呢？

小班国家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三

活动课题：

自护、自救安全教育

活动内容：

学习一些家居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知识。

活动要求：

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学生树立自护、自救观念，形成
自护、自救的意识，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活动设计：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家庭生活中仍然有许
多事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
成事故。下面就谈谈家居安全要注意什么：

1、用电安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
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使用燃气器具(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
内的通风，保持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二、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1、游泳需要经过体格检查。

2、要慎重选择游泳场所。

3、下水前要做准备运动。

4、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5、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6、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
来相助。

三、交通安全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
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未满十二岁的儿
童不准骑自行车上街。

四、发生火灾怎么办

1、要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报警时要向消防部门讲清着火的
地点，还要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怎么样。

2、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法离
开火场。

3、逃生时，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用湿
衣物包裹身体。

五、小结：

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安全，掌握自救、自护的知识，锻
炼自己自护自救的能力，机智勇敢的处理遇到的各种异常的



情况或危险，就能健康地成长。

扩展资料：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nationalsecurityeducationday)是为了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维护国家安全而设立的节日。

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加强
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家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
教育培训体系，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并将每年4月15日确
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国家安全

宣传标识20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
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
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
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
能力。国家加强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通过多种形
式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和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国
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
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
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中国面临着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
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非传统领域安全日益凸显，因此，制
定一部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国家安全法，是应对国家
安全新形势的需要。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实



施国家安全战略。要制定实施政治、国土、经济、社会、资
源、网络等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保障国家政权主权安全，
防范化解经济安全风险，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法定义务

关于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义务，国家
安全法第77条明确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

(二)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

(三)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

(四)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

(五)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
支持和协助;

(六)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此外，该条还明确规
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向危
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者协助。

节日活动

革命老军人王立信为孩子们讲述亲历的战争故事。4月12日，
为迎接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河北冀州市在中小学生中
广泛开展国家安全知识普及，通过邀请革命老军人进校园、
制作讲解宣传画等形式，为孩子们讲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提高孩子们的国家安全意识。

204月，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



展2020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动。2020年的活动
主题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通知要求，重点
抓好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结合“防
控疫情、法治同行”专项法治宣传行动，加大公共卫生安全、
生物安全等法治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坚持网上网下结
合，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法治宣传的影响力和传播力。4月14日，
“居安思危，大国长安”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展览在广
西大学正式开幕。展览由国家安全机关制作，共分18个板块，
既有对国家安全领导机制、总体国家安全观、法律保障体系、
大事记的系统梳理，又介绍了各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任务，
展示了各级机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举措和典型案例，是一
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不可多得的国家安全教育鲜活教材。

4月，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_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会议精神，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
通知，在全国开展20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据悉，2021年的活动主题为“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
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营造庆祝_周年良好
氛围”。

2021年4月16日消息，在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
国家密码局组织开展2021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密码安全宣
传教育活动。活动旨在通过解读密码法律知识、普及密码安
全常识，提升全民密码安全意识，特别是在广大青年群体中
形成“学密码、知密码、用密码”的浓厚氛围。

2022年4月15日，是第七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为“树
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感悟新时代国家安全成就，为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小班国家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知道在雪地上、冰面上要慢行，不去结冰的河面上、湖面
上玩耍。

2、遇到危险是不慌乱，能用正确的方法自救、求救。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1、多媒体教学资源：《可怕的冰窟窿》录音和图片;被大雪
覆盖的马路、结冰的路面等图片。

2、幼儿用书第38-----40页。

活动过程：

1、演示小实验，让幼儿认识的冰面易破裂，知道在冰面上玩
耍的危险。

(1)演示实验“易碎的冰面”：教师事先冻好一盆水，让幼儿
观察冰面，用手或其他物品按压或击打冰面，让幼儿观察冰
面破裂的过程，(有条件的可带领幼儿直接到结冰的小水池边
做本次试验)。

(2)引导幼儿讨论：如果到结冰的河面和湖面上玩耍会有什么
样的危险?

(3)教师小结：结冰的水面看上去光滑结实，其实非常容易破
裂。如果在结冰的河面或者是湖面上行走和玩耍就容易使冰
面破裂，小朋友容易掉在水里，非常危险。



2、教师讲述故事：《可怕的冰窟窿》，引导幼儿了解自救、
求救的方法。

(1)教师首先要完整的'讲述一边故事。

(3)教师小结：当湖面、河面结冰时，小朋友们要记住不到冰
面行走、玩耍。如果不小心走到冰面上，发现冰面出现裂痕，
要立即卧倒，匍匐(爬着)前进或慢慢朝岸边滚动，同时要大
声呼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救援。

3、出示多媒体教学资源：被大雪覆盖的马路、结冰的路面等
图片，引导幼儿观察讨论。

提问：冬天经常会下雪，路面会结冰，在这样的路面上怎样
走才是安全的?

教师小结：在雪地或结冰的路面上行走要尽量穿防滑的鞋子;
小心慢走，不追逐打闹;过马路更要紧拉大人的手，小心通过，
防止摔伤，避免危险。

4、教师指导幼儿阅读幼儿用书第38-----40页《冬天路滑怎
么走》，讨论并完成操作。

一、活动目标

1、增加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2、了解一些安全小知识。

二、活动准备

雪天出行的图片

三、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这些天下了厚厚的雪，路很滑，在雪天
我们小朋友都要注意哪些事情，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呢？”
引导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一些雪天的安全措施。

（二）教师小结

1、首先在雪天，要认真走好每一步，选择雪较厚的地方行走，
注意地面状况，尤其避免踩在较薄较平的雪片或冰面上，严
禁打滑。

2、其次是上放学回家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走人行
道。不要在马路上行走或滑冰。

3、雪天穿鞋要讲究。路面容易结冰，不能穿皮鞋、硬塑料底
鞋，穿着保暖、防滑性好的鞋子，或者抓地较好的运动鞋，
而且应尽量稳步前行，以防发生事故。

4、户外游戏时，可以玩打雪仗，但一定不要拿雪球往同学脸
上、头上砸。以免伤到眼睛和头部。

5、上下台阶时也要注意，要掌握好身体的重心，保持身体平
衡，避免摔伤。

6、在玩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隐患，如摔伤，划伤，砸伤。

小朋友们，安全来自时刻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冰天雪地，请大家小心翼翼，保护自己！

（三）结束部分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雪天气骑自行车开车时怎样注意安全？

四、活动结束

1、评价



2、总结

小班国家安全教育教案及反思篇五

目标:通过教学让学生正确认识地震这种自然现象，并了解地
震有什么前兆。

教学过程:

1同学们，知道地震是一种怎样的自然现象吗?指名学生简单
的说说自己所了解的地震。

2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什么是地震。

3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1知道地震的含义。

(由于地壳不停地运动，会使岩石层弯曲，褶皱，断裂，这是
就发生了地震。)

第二课时了解地震有什么前兆。

(1)动物表现反常

大地震前的一两天或几个小时，动物常常出现一些反常现象。
指名学生说说你所了解的情况。

根据学生的回答，加上老师的补充，列出以下几点:

a冬眠期间的蛇、青蛙等突然出洞。b白天，猫头鹰、黄鼠狼会
频繁活动。

c老鼠见人不逃跑，反而向高处爬。d穴居动物成群搬迁。



e牛、马、骡子不听主任使唤。f猪羊不进圈，家养的动物乱跑、
乱叫、乱咬。

g鸡、鸭、鹅等家禽惊飞、撞笼、不进窝。h鱼儿在水面翻腾跳
跃。

(2)地水有变化

水温变化:井水或泉水的温度突然发生明显的变化，有的井水
温度升高，有的泉水温度降低。

水位变化:干旱的季节或冬季，地下水位突然升高;夏季或雨
水连降的季节，地下水位突然下降;水变色变味。

3出现地光和地声

给学生讲解地光的形态和颜色以及地光地声书香的时间。

通过本堂课的学习，同学们了解了什么是地震，并且知道了
在发声地震前有什么前兆。希望同学们今后能细心地观察，
做好积极的防范工作。

第三课时做好防地震工作

目标:通过教学让学生明白防地震工作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