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品大集合教学反思总结 远离危险物品
教学反思(实用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关于总结格式
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物品大集合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日常声中存在的危险，如火、电、刀等。

2、知道不能随意触碰危险物品，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3、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4、乐意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活动准备

1、兔娃娃（手上包着绷带）布偶一个，自制安全警示若干。

2、幼儿用书。

3、挂图。

活动过程

1、通过谈话引出主题活动。



教师：小朋友，今天我们班里来了一位小客人，你们看是谁
呀？我们和他打个招呼，好吗？（如：小兔，你好！欢迎你
来我们班做客。）。（出示小兔受伤的手）：小兔的手怎么
啦？我们一起来问一问他吧。（如：小兔，你的手怎么啦？
为什么要绑着绷带？）另一名教师扮演小兔回答：昨天妈妈
不在家，我自己在家里玩菜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教师请幼儿讨论小兔这样做对不对。

教师小结：小兔自己在家玩菜刀太危险了，手割破了，流了
很多血，幸好妈妈及时把他送到医院。小朋友，刀是很危险
的东西，不能玩。

2、结合幼儿用书《不玩危险物品》，找一找还有哪些东西是
危险的，不能玩的。

教师小结：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很危险的.，如打火机、火柴、
电器的插孔、药品等，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受伤，所以小朋
友们一定要小心，在家不能玩危险的物品。

3、请幼儿说说家里或公园里还有哪些地方是危险的，要特别
小心，不能去玩。

活动反思：

孩子年龄小，对任何事物都特别感兴趣，不管是否有危险，
都会去摸索。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的发生幼儿划破扎伤
身体等。如何让幼儿远离危险且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特进行“不玩危险的物品”的活动，
让幼儿躲开危险，远离危险。

这活动我共分五方面来进行教学，首先让幼儿观察、认识安
全标记。了解它的特征和意义。因为幼儿本身就有一定的认
识基础，而且对这些标志比较感兴趣，所以课堂秩序还是很



好的。

在翻开活动用书时，幼儿都能积极的举手告诉我书上图片描
述的是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幼儿对于这些危险物品还是有
一定的危险意识；并对它们造成的后果也是比较了解的，大
多数的幼儿一次就把所有物品的用途都说出来了，但是对于
他们的共同之处幼儿的回答就不太完整，虽然知道但是不能
用一个较好的词语来进行概括，从这里我发现我班幼儿在语
言发展方面，词汇还是不够丰富需要加强。

幼儿对“为什么这些东西是危险物品”，不太了解，有的幼
儿说“本来就是这样的”有的说“因为它会个给人和事物造
成伤害”……因此，在我讲了以后幼儿就有了一种恍然大捂
的神情，感到很高兴，还不时和边上的同伴那进行交流。课
堂的气氛一下字就活跃了起来。

物品大集合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通过学习学生对传染病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并且也从心中建
起了预防的意识，教学时学生非常认真，发言、交流积极。
从一些大家熟悉的传染病入手，加深传染病对人类危害的认
识，传染病不仅损害人们的健康，还会造成大批病人死亡，
自然过渡到本节内容。

通过多种开放式的教学活动，构建多维互动的课堂教学形式，
努力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地提供来
自于生活中的丰富的感性材料，，让学生结合生活中的具体
事例，借助丰富的图片来理解名词和概念，让每个学生自主
参与课堂的活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在师生互动中让学生
思考问题，获取知识，掌握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自主能
力，全面完成了三维教学目标。

运用多媒体课件及实物投影仪，不仅使枯燥乏味的知识变得
新颖、形象化，而且增强了学生的感性认识，有利于学生获



取新知。

物品大集合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本课题教学活动，我能够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由“身边
人们常见的陋习入手，唤起学生的记忆，引起学生的共鸣。
学生能从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常见的陋习，进一步去认
识封建迷信和不健康的行为习惯，能够初步区分社会生活中
的封建迷信和不健康的现象及行为，在今后的生活中避免类
似事情的发生。活动后，我想如果能在平日里与学生的日常
接触中，注意搜集、记录学生自己身上的不文明的行为习惯，
在活动中再现出来，这样的导入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另外，从评论不文明的习惯，到揭露不健康、封建迷信的`陋
习，再加上组织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兴趣爱好的活动，学生
在自主的参与中，在学生间的互动、师生间的互动中，获得
在今后生活中相信科学，追求文明，拒绝封建迷信的认识，
为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去拒绝封建迷信活动，坚持文明习
惯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1、一开始上课，我便与学生互动交流名字的由来，以算命先
生改名字这样的生活陋习入手，唤起学生的记忆，引起学生
的共鸣。并顺理成章地引出课题，使学生一开始便处在轻松
愉快的学习氛围之中。

2、我在这节课的教学中通过“采访陋习d分析陋习d远离陋
习”几个过程，帮助学生认识到了封建迷信和不健康现象、
行为的危害，使学生自觉抵制、不参与这些活动。

3、本节课中，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处处体现。
师生、生生之间的合作探究、相互启发，在全面的互动中获
得共同的发展。

4、课堂中要是能够多引导学生发掘在自己身边中的陋习，如



随地吐痰、乱涂乱画、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些小事例，通
过辨析明理，相信学生会更深刻认识到，远离陋习要从自身
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另外，结尾再加入一个全文的总结，谈本节课的收获，课堂
教学环节就更加完整了。

物品大集合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远离危险物品是一节健康活动，本次活动目标是：

1、过观察认识安全标记，教育幼儿远离火，电或其他有毒的
物体。

2、进一步提高幼儿自我防范意识。

这节课我共分五方面来进行教学，首先让幼儿观察，认识安
全标记。了解它的特征和意义。因为幼儿本身就有一定的认
识基础，而且对这些标志比较感兴趣，所以课堂持续还是很
好的。

在翻开活动用书时，幼儿都能积极的举手告诉我书上图片描
述的是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幼儿对于这些危险物品还是有
一定的文学意识；并对它们造成的后果也是比较了解的，大
多数的幼儿一次就把所有物品的用途都说出来了，但是对于
他们的`共同之处幼儿的回答就不太完整，虽然知道但是不能
用一个较好的词语来进行概括，从这里我发现我班幼儿在语
言发展方面，词汇还是不够丰富需要加强。

幼儿对“为什么这些东西是危险物品”，不太了解，有的幼
儿说“本来就是这样的”有的说“因为它会给个人和事物造
成伤害”。因此，在我讲了以后幼儿就有了一种恍然大捂的
神情，感到很高兴，还不时和边上的同伴进行交流。课堂的
气氛一下字就活跃了起来。



在第四个环节中主要让幼儿自己分辨哪些东西是危险的物品，
不能吃也不能玩的。幼儿都积极的举手发言回答，从总体来
说幼儿的知识经验还是较丰富的，有些我也没有马上想到，
但是幼儿一下子就联想到了，还对我说了很多发生在他们自
己或者周围人身上的一些有关于这些危险物品造成的伤害，
从中不难看出现在的幼儿知识面还是比较广的，他们都能对
这些事情做出自己的评价，并进行分析，了解危险物品对人
的伤害。

最后一个环节，幼儿积极讨论其他孩子的回答是否正确。孩
子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课堂的气氛非常热烈。当
中有的幼儿说的不够准确，或语言表达不清楚的，其他幼儿
还会进行指正，从这里可以看出幼儿已经基本掌握了对危险
物品的认识和造成的严重性，活动的目标基本达到了！

物品大集合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通过观察图片、交流经验、模拟活动等
来让学生懂得危险无处不在。让他们学会生活中的一些安全
常识，懂得自救方法，具有遇事冷静、沉着、勇敢、善于动
脑思考的个性心理品质。

教学中，我做到图片与日常生活实际相结合，让学生通过图
片来感受危险就在身边，危险时时都可能发生。生活中因大
意、无知就可能发生危险，从而使学生的心灵受到震动，能
够自觉改掉不良习惯，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接下来让学生
进行交流，说说日常生活、学习中掌握了哪些关于安全方面
的知识，学会自我保护。

通过教学实践，我认为对小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应从防范意
识和安全知识两方面进行。对于防范意识可渗透在教学的各
个环节之中。在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中，要多
让学生参与活动，模拟表演，把知识转化为实用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