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迷路的时候安全教案(精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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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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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迷路的时候安全教案篇一

作为一无名无私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
应当如何写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幼儿园安全活动
《迷路了该怎么办？》大班健康教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生活中，幼儿年龄小、安全意识薄弱、安全防护能力差，所
以，安全问题是时时存在，处处可能发生的。正如《纲要》
中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
在工作首位”。而＂受人于鱼不如授之于渔”，教给幼儿如
何进行自我保护是幼儿园教师势在必行、责无旁代的任务。
安全课本身缺乏趣味性，如何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活动的同
时还让他们充满兴趣，增强自护意识，掌握必要的、正确的
自救常识，有效的进行自我保护，也是我设计这节活动课的
意图所在。

1、知道迷路的'危险，树立幼儿初步的防范意识。

2、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3、引导幼儿了解一些自救的常识，知道迷路时应能够大胆、
礼貌的求救。



活动重点：增强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幼儿初步的防范
意识。

活动难点：使幼儿掌握一些自救方法进行自我保护。

活动准备：

1、情景表演：程程迷路了。

2、ppt图片。

3、音乐。

观看情景表演“程程迷路了”，教师在主要部分给予提示。

1、引导幼儿讨论：程程迷路了，他会怎么做？这样会出现什
么后果？让幼儿说一说如果自己遇到了这样情况时应采取怎
样的做法，引导幼儿明白遇事要动脑筋。

2、幼儿展开讨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简单记录，教师
将幼儿的记录进行整理、张贴、以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3、开展“有奖抢答”游戏，可将幼儿分为两组，提出问题，
幼儿迅速且较完整的说出想法，答对的一方可奖一朵小红花。

（1）在商店里，不小心和家人走失了，你该怎么办？

（2）在城市迷了路，你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强迫带你走，你
该怎么办？（可以根据路标、路牌和公共汽车的站牌辨认方
向和路线，还可以向交通民警或治安巡逻民警求助。）

（3）在农村迷了路，你该怎么办？（应当尽量向公路、村庄
靠近，争取当地村民的帮助。如果是在夜间，则可以循着灯
光、狗叫声、公路上汽车的马达声寻找有人的地方求助。）



（4）在幼儿园跟父母走失了，你该怎么办？

1、小朋友们平时应当注意准确地记下自己家庭所在的地区、
街道、门牌号码、电话号码及父母的工作单位名称、地址、
电话号码等，以便需要联系时能够及时联系。

2、如果迷失了方向，要沉着镇静，开动脑筋想办法，不要瞎
闯乱跑，以免造成体力的过度消耗和意外。

1、（播放鸭子的叫声）师提问:谁在哭?为什么哭?

2、师提问：小花鸭找不到妈妈怎么办?我们快来帮它找妈妈
吧！引导幼儿扮演民警叔叔和小花鸭,用有效的有礼貌的语言
进行对话,帮助小鸭子找到回家的路并将小鸭子送给鸭妈妈。

2、在《母鸭带小鸭》音乐伴奏下边唱边做出快乐动作与表情
出活动室，活动结束。

本节课，通过情景表演、问题讨论、有奖竞赛、音乐游戏等
方法，让幼儿课在轻松愉悦的活动中加深了解自我保护的常
识，知道迷路时应怎么求救，培养了幼儿初步的安全意识，
活动目标基本达到，效果较好。但在幼儿的回答与表现中发
现孩子们对城市里、商店（超市）里迷路了怎样求救比较有
想法，能说出许多，但对于农村里、夜间怎样想办法求救，
感觉有点困难，所以这些方面还需要继续培养，大班幼儿大
部分对自己父母的名字、电话、住址都比较清楚，但是应急
反应能力稍显薄弱，应继续加强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

幼儿园大班迷路的时候安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迷路的危险和解救办法，进行生存教育。



2、通过亲身体验和情景设置，增强解决不同问题的能力。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产生对迷路的、被拐骗孩子的同情心。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活动准备：

1、寻找一些报纸登载有关小孩被骗、被拐的消息。

2、《迷路的小花鸭》的迷宫图一张。

3、幼儿会表演《迷路的小花鸭》。

活动过程：

1、出示《小花鸭找家》的迷宫图，引出主题。

教师：小花鸭为什么哭？它怎么会迷路找不到家的？怎么办？

请幼儿为图中迷路的小花鸭找家。

2、教师设置情景，引导幼儿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教师：小朋友出去玩，有时不小心也会迷路的。你们看：

3、设置想象活动：迷路的危险。

教师：迷路了，会发生什么危险？怎样找到自己家里的人呢？

教师小结：小朋友如果迷路了，不要慌，不要只是哭，要想
各种办法寻找自己的亲人。千万不可跟着陌生人走。



4、介绍一些报纸上登载的有关被拐的事例，引起幼儿的重视。

5、组织幼儿谈话：怎样避免迷路和走失。

6、音乐表演：《迷路的小花鸭》

幼儿园大班迷路的时候安全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迷路之后该怎么办，了解如何正确分辨方向。

2、懂得迷路之后不要害怕，要大胆、礼貌的向他人寻求帮助。

3、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4、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活动准备：

故事内容图片，ppt

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师：今天赵老师的好朋友鼠先生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想请
小朋友帮帮忙。

2、师：我们一起听听它遇到了什么问题。（出示ppt）

二、分段讲述。

（一）幼儿观看故事前半部分。



1、师：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2、师：鼠先生为什么找不到鼠小姐的家？（因为鼠先生迷路
了）

3、师：鼠先生应该怎么办？幼：可以问警察，可以做记号等。

（二）观看故事后半部分。

1、师：那最后鼠先生找到鼠小姐的家了吗？幼：找到了。

2、师：鼠先生是用了什么办法找到鼠小姐的家的？（幼儿：
问了许多的小动物，幼儿自由回答）

3、教师与幼儿角色扮演。

三、经验迁移。

1、师：鼠先生迷路了之后是通过问路的办法找到鼠小姐的家
的，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小朋友一个人在外面迷路了该怎么办
呢？（幼儿自由回答，教师适当给予提示、指导）

3、我们回家后可以问问家长还有什么好办法，下次活动时大
家在一起进行交流。

四、活动延伸

幼儿园大班迷路的时候安全教案篇四

作为一名教学工作者，常常需要准备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弄通教材内容，进而选择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那要
怎么写好教案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幼儿园专题活动
《豆豆迷路了》防拐防骗小班安全教案，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树立幼儿初步的防范意识。

2、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3、引导幼儿了解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知道迷路时应怎么求
救。

排练情景表演:豆豆迷路了。

一、导入活动

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豆豆迷路了”，教师在主要部分给以
提示。

二、展开活动

1、引导幼儿讨论:豆豆迷路了，他怎么做的?这样会出现什么
后果?并说一说如果自己遇到了这样情况时应采取怎样的做法，
引导幼儿明白遇事要动脑筋。

2、幼儿展开讨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简单记录，教师
将幼儿的记录进行整理、张贴、以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3、开展“有奖竟猜”游戏，可将幼儿分为男女两方，提问问
题，幼儿迅速且较完整的说出想法，答对的一方可奖一朵小
红花。

(1)在商店里，不小心和家人走失了，你该怎么办?

(2)在城市迷了路，你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强迫带你走，你该
怎么办?(可以根据路标、路牌和公共汽车的站牌辨认方向和
路线，还可以向交通民警或治安巡逻民警求助。)

(3)在农村迷了路，你该怎么办?(应当尽量向公路、村庄靠近，
争取当地村民的帮助。如果是在夜间，则可以循着灯光、狗



叫声、公路上汽车的马达声寻找有人的地方求助。)

(4)在幼儿园跟父母走失了，你该怎么办?

三、教师小结，活动结束

1、小朋友们平时应当注意准确地记下自己家庭所在的地区、
街道、门牌号码、电话号码及父母的工作单位名称、地址、
电话号码等，以便需要联系时能够及时联系。

2、如果迷失了方向，要沉着镇静，开动脑筋想办法，不要瞎
闯乱跑，以免造成体力的过度消耗和意外。

活动中，教师通过情景表演、问题讨论等方法，使幼儿了解
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知道迷路时应怎么求救，培养了幼儿
初步的安全意识。在幼儿的回答与表现中发现孩子们对城市
里、商店(超市)里迷路了怎样求救比较有想法，能说出许多，
但对于农村里、夜间怎样想办法求救，感觉有点困难，所以
在这些方面还需要继续培养，此外还发现班级幼儿中有的连
自己父母的名字、电话、住址都说不清楚，需要加强引导教
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

幼儿园大班迷路的时候安全教案篇五

作为一名教职工，时常要开展教案准备工作，借助教案可以
提高教学质量，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写
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幼儿园中班安全活动教案
《迷路了怎么办》含反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知道迷路之后该怎么办，了解如何正确分辨方向。

2、懂得迷路之后不要害怕，要大胆、礼貌的向他人寻求帮助。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故事内容图片，ppt

一、激趣导入。

1、师：今天赵老师的好朋友鼠先生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想请
小朋友帮帮忙。

2、师：我们一起听听它遇到了什么问题。(出示ppt)

二、分段讲述。

(一)幼儿观看故事前半部分。

1、师：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2、师：鼠先生为什么找不到鼠小姐的家?(因为鼠先生迷路
了)

3、师：鼠先生应该怎么办?幼：可以问警察，可以做记号等。

(二)观看故事后半部分。

1、师：那最后鼠先生找到鼠小姐的家了吗?幼：找到了。

2、师：鼠先生是用了什么办法找到鼠小姐的家的?(幼儿：问
了许多的小动物，幼儿自由回答)

3、教师与幼儿角色扮演。



三、经验迁移。

1、师：鼠先生迷路了之后是通过问路的办法找到鼠小姐的家
的，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小朋友一个人在外面迷路了该怎么办
呢?(幼儿自由回答，教师适当给予提示、指导)

3、我们回家后可以问问家长还有什么好办法，下次活动时大
家在一起进行交流。

四、活动延伸

本节课，我出示了一幅图画，指导学生看图写话，教学后感
触颇多。

1、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丰富日常积累。

思维是在感觉的基础上进行的高级认识活动。思维的材料来
自感性经验。要培养学生看图写话的思维能力，首先要丰富
学生的感性经验。帮助学生掌握丰富的生动的感性知识是发
展学生思维的必要条件。

2、激发学生的兴趣。

对于一幅无声而静止的画面，要让学生看出“动画”来，是
一个难题。由此，我觉得对低年级写话的培养首先应该是对
写话的兴趣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是获取知识的原动
力，是激发学生动机，提高学习积极性的催化剂，学生对写
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能写出精彩的语言。

3、采取多种训练方式。

对学生进行看图写话思维能力训练要采取多种渠道，多种方
式。如结合阅读教学进行说话、写话训练；结合品德课进行
说话训练；结合美术课进行想象力的培养以及说话写话练习。



等等。写话课上，进行写话训练时，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
则，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