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安全活动教案个(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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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安全活动教案个篇一

1、帮助幼儿了解简单的地震知识。

2、通过学习、游戏等，培养幼儿的反应能力及发生地震时的
自救方法。

掌握地震来临时最基本的自救方法和在游戏中的运用。

1、经验准备：幼儿看过地震的电视节目;

2、物质准备：

（1）、《地震来了怎么办？》课件;

（2）、家庭、学校、户外、公共场所避险视频，地震后的图
片;

（3）、地震来临时刺耳声音和地震的大头怪。

一、 出示地震后的一组图片，激发幼儿兴趣。

2、 幼儿自由发表对地震的看法，教师边引导幼儿把话说清
楚。

二、 播放地震的课件，激起幼儿探索的兴趣。



1、 看完后教师引导：地震是怎么产生的？

2、 幼儿交流，教师边引导幼儿把话说清楚。

4、 幼儿自由发表。

5、 播放《地震来临时我们怎么办？》课件，让幼儿学习避
险自救。

6、 幼儿再次交流。

7、 师幼一起总结避险方法：不要慌，不要逃，也不要跳，
小震不用跑，大震跑步了。听老师或者大人的指挥，就近找
安全的小地方躲避，保护好头部。等地面晃动小了再听指挥
疏散，撤离。如果是在一楼或平房就可以跑出到空旷的地方
去。

8、 那我们要怎么找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安全？

9、 播放视频：在幼儿园、在家、在户外、在公共场所怎么
找较安全的地方躲避？请幼儿找出来。

10、 幼儿小结不同地方怎么找地方躲避较安全。在幼儿园是
蹲在桌子下双手抱头，再听指挥疏散;在家用枕头或被子盖头，
就近在卫生间、墙角、厨房、桌子下、床下等地方;在公共场
所要跟着大人找到最近的桌子下、墙角等地方。在户外就蹲
在地上抱头就行。

三、 游戏演练：地震大头怪来了。

1、 小朋友真爱学习，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地震来了该怎么做
吗？

2、 请另一位老师戴上地震大头怪出场，并放地震时刺耳的
声音。



老师大声喊：“地震来了，地震大头怪来了！小朋友快躲啊！
快躲好，不要被地震大头怪吃了。”幼儿躲避练习。

3、 教师提醒没躲好的'孩子躲好。地震大头怪没找着小朋友，
走了。

4、 教师指挥幼儿有秩序的下楼到空坪上玩。

大班安全活动教案个篇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以《榆林市幼儿园课程实施指
导意见(试行)》和《榆林市幼儿园一日活动基本规范(试行)》
的健康教育观为指针，深入研究幼儿园户外体育活动中幼儿
身体健康教育实践的相关理论和策略。活动设计严格遵循幼
儿身心发展的规律，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注重个体差异。
重在培养幼儿的运动兴趣和能力，面向全体幼儿，以提高幼
儿身体健康水平为重点，因地制宜，不断优化幼儿园户外体
育活动质量，真正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的'发展。

1、培养与激发幼儿运动兴趣，让幼儿在浓郁的健身氛围中自
觉

地参加体育活动

2、使幼儿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和方法，促进体、智、得、美
等全面发展。

3、培养幼儿精神饱满富有朝气团结协作的精神

1.各班以一种体育游戏为主，玩出花样，提高水平，提高幼
儿动作的灵活性协调性，全面提升幼儿的身体素质，做到人
人都参与、快乐锻炼为基础。通过丰富的体育活动内容及器
械的使用，使幼儿在跑、跳、钻、爬、荡、滑、投掷、攀登



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2、抓好幼儿园体育特色队的建设，不断进行班级比赛，激发
幼儿锻炼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幼儿园整体水平。

3、积极开展体育特色的实践活动，办出班级的特色，走出一
条具有我园特色的教育新路。

1、加强管理，保证幼儿园体育特色项目的正常开展。各班教
师要根据幼儿特点、能力、班级状况制定目标与计划、措施。
并及时记录各项活动的开展情况，每月定期研讨、每两个月
进行小型体育特色比赛，每学期、做好总结和反思。

2、加大体育设施硬件的投入，为更好地开展体育运动奠定基
础。

3、做好体育特色队的基础教育和普及工作。各班成立跳绳、
跳皮筋、拍花球等为主的特色班级，一物多玩，激发幼儿的
创新意识。并挑选出优秀选手参加幼儿园体育比赛或展示。
每学期组织一次亲子趣味运动会。

4、合理安排幼儿户外活动时间，严格落实幼儿每天在园体育
活动、自主活动等户外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其中体育活动
时间为1小时)的规定。利用晨间活动、体育课、体育活动课、
大课间活动等时间进行基础教学训练活动。

5、活动形式要灵活多变，尽量体现“新、奇、活”的原则，
能够充分调动孩子参与活动的强烈兴趣和积极性。

6、教师在组织幼儿户外体育活动时，还要把保证幼儿的安全
放在工作的首位。活动前教师应认真做好场地、器械、幼儿
服装及身体状况等各因素的安全准备工作和应急措施，切实
保障幼儿的生命安全。



大班安全活动教案个篇三

1、教育幼儿节约用电、安全用电。

2、教育幼儿学会如何防雷电。

3、锻炼幼儿对事情的判断能力和想像力，增强幼儿的安全意
识。

课件《如何防雷电》；躲雷雨闪电的情景场地布置（即游戏
场地）：大树一棵、电线杆一条，房子一座，雨的形成：用
银色的包装纸剪成一条条细小的长带，挂在场地的房顶上面
飘落下来；情景演习的准备：电烫斗一个，一件破了一个洞
的衣服；小兔子头饰、木篮子各40个；音乐《下雨了》。

：今天，黄可芳小朋友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做客，现在，我们
出发吧。

1、刚走到半路上，突然传来一阵雷雨闪电的声音（用录音机
播放音乐），“孩子们，下雨了，打雷啦，赶快躲”。仔细
观察孩子们躲在哪里。

2、雨停了，继续走，来到了黄可芳的家里坐下，她妈妈热情
招待我们。

2、你们是怎样避雷雨闪电的？躲在哪里？

3、今天小可爱也遇到了像我们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一起
来看看她是怎样做的？

2、小帅哥又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3、小可爱、小帅哥谁做得对呢？请幼儿自由讨论，锻炼幼儿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事情的判断能力。



4、老师小结应该怎样防雷电。

（1）不可以跑到大树下躲雷雨闪电。

（2）不可以躲在电线杆下。

（3）不可以躲在高危的地方。

（4）不可以躲在潮湿的地方。

突然在黄可芳家里的一个角落里冒出一阵阵烟和闻到一股烧
焦的味道。

1、寻找出冒烟的苗头（原来是黄可芳贪玩，用电烫斗烫衣服
忘了关掉电源，把衣服烧焦了）。

2、与幼儿一起讨论在家该如何安全用电？请幼儿各抒已见，
这时候，要运用灵巧的引导语言来开发幼儿的想像力和对事
情的判断力。3、老师小结该如何安全用电：

（1）不玩弄电器的插头，需要时请大家帮忙插和拔。

（2）不用湿手触摸电源开关。

（3）在没有学会操作前不能随便按动电器上的旋钮及各种键，
有的家电只有大人才能操作，不能随便乱动。

（4）注意节约用电，要随手关灯，没人时不开灯，电视看完
要及时关掉。

情景设计：播放音乐《下雨了》，兔妈妈和兔子们随着轻快
的音乐采蘑菇，突然下雨了，打雷啦，兔妈妈和兔子们赶快
躲雨，雨停了，兔妈妈表扬躲得好、躲得对的小兔。

1、幼儿对安全用电的知识掌握得很好，大部分幼儿都有这方



面的经验，这说明，家长们在家都有教育幼儿如何安全用电。

2、幼儿对参与表演性质的游戏非常感兴趣，幼儿在玩中学得
更好、更快。这个活动环节如此吸引幼儿，应该让幼儿多玩
几次游戏，在以后的户外活动中，要安排插入这个游戏让孩
子们玩。

3、幼儿的想像力比以前有所进步，并且对事情的判断能力也
提高了不少，这真是可喜可贺，我发觉孩子们在玩中、在动
态中更有积极性，更能发挥他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思维都变
得活跃而富有前进性。

大班安全活动教案个篇四

1、通过相关安全防护图片的展示，使幼儿有初步的认识，从
而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护自己。

2、引导幼儿辨别哪些行为是危险的，哪些是安全的，并掌握
遇到危险时的简单自我保护和求救的方法。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材料准备：

1、安全有关的图片。

2、水彩笔、记号笔、白纸等。

经验准备：



了解日常生活中一些危险的事情和认识生活中的一些标志。

如小心触电、小心滑倒、小心开水烫、注意安全等。

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让幼儿从心里明白这么做是危险
的。

（一）、利用身体语言，激发幼儿的兴趣。教师用肢体语言
来表达安全图片上的意识，如小心触电等。

（二）、利用讲故事的形式对故事中出现的安全情况进行分
析：

1、小朋友在上下楼梯时，你推我挤的现象，发生小朋友摔下
楼的情景。

2、小朋友去碰家里或者幼儿园的插头。

3、拿石头和沙子扔过来，扔过去。

4、将珠子或者笔帽放入嘴里。

5、在教室里到处乱跑、追追打打。

（三）、教师总结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注意安全，学会保护
自己，健康快乐的成长！

教育史是安全的前提，安全是教育的目的。我们要始终坚持
把幼儿的安全教育工作贯穿于幼儿园教育的全过程，落实人
人参与的要求，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确保幼儿安全的环境
中健康成长。

进一步巩固防火安全的教育。引导幼儿学习防火安全的相关
知识。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幼儿园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
有帮助!幼儿园大班......



大班安全活动教案个篇五

目标：

1、遇到意外情况不紧张、不慌张、要动脑筋、想办法。

2、积累一些应对意外情况的经验。

准备：

1、商店背景图一张，木偶：妈妈、小女孩。

2、图片：家里着火

3、电话机1台。电话号码：110、119

过程：

1、走失了怎么办？

（1）请幼儿观看木偶表演：玲玲和妈妈一起到商店买东西，
玲玲看到玩具柜有许多好玩的玩具，就离开妈妈自己去玩了。
等她抬起头来发现妈妈不在身边时，害怕得哭了起来。

（2）引导幼儿讨论：“玲玲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是玲玲你会怎么做？”

“如果这时有位叔叔过来要带玲玲去找妈妈，你说玲玲该跟
他去吗？为什么？”

鼓励幼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玲玲。

在幼儿想到请警察叔叔帮忙时，教师可适时帮助幼儿认
识“110”报警电话，并尝试学打（注意不随便乱打“110”



2、陌生人敲门了怎么办？

（1）轻幼儿观看情景表演前半段：强强一个人在家，有个陌
生人敲门，说是强强妈妈让他从东西来。

（2）讨论：“强强该怎么做？”鼓励幼儿扮演强强与敲门人
对话。

3、着火了怎么办？

（1）出示图片或播放课件：小红家着火。

（2）小组讨论：“着火了，怎么办？该做些什么？”“向谁
报警？打什么电话？”“怎么对消防员说？”“怎样做能预
防火灾？”不玩火、不玩弄煤气灶开头、发现水或食物煮沸
了要告诉别人。

以小组为单位交流部自己的想法。

4、师生共同小结

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要害怕，要动脑筋，想办法，可以请你
信任的大人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