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入园安全第一课教案(模板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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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入园安全第一课教案篇一

活动来源：

小班孩子由于年龄特点，对于保护自己，珍惜生命的意识是
极其缺乏的，《学生教育纲要》指出：要为学生提供健康、
丰富的学习和生活活动，满足学生各方面发展的需要，要让
学生知道必要的安全保健知识，学习保护自己。我班不少家
长特别是爷爷奶奶反映，孩子一出学生园就跑开了，玩滑梯
时不会谦让，过马路也不肯拉着大人。为了让孩子感悟到生
命的珍贵，萌发保护自己的安全意识，减少学生身心受到意
外伤害的可能性，我班开展主题活动《安全我知道》，学生
在主题活动中，学习一些安全常识，保护自己。

主题目标：

1、学会在室内玩耍时保护自己的方法。

2、培养学生游戏时识别安全和危险的能力。

3、了解户外活动时要注意的安全知识。

4、帮助学生懂得用不正确方法玩滑梯易造成伤害

5、帮助学生了解在阳台上的安全知识，知道不爬阳台，不往
阳台外扔东西等。



家园共育：

1、利用家庭生活督促、指导学生注意安全，加强学生安全意
识。

2、为孩子准备适合他们使用的小牙刷和儿童牙刷，和孩子一
起早晚刷牙，餐后漱口。

3、不带孩子吃街头不干净的食品，防止病从口入。

4、带孩子乘公共汽车时，提醒学生遵守交通规则，不把头、
手伸到车厢外面，要坐好，站稳。

5、将家里存在安全隐患的所有物品全部存放在孩子接触不到
的`地方。

环境创设：

1、将所有对学生存在安全隐患的物品入柜存放或放在学生接
触不到的地方。如：消毒液、洗涤剂、水果刀、大头针、老
师的水杯等。为学生提供操作材料时，不要提供过小的珠子、
豆子。

2、在楼梯口地面上张贴表示上、下楼方向的小脚印(人或动
物)或箭头标记，提示学生。

4、要创设多样新颖的空间环境、问题情况，提供丰富可变的
材料，多途径、多通道地引发学生投入到活动中去。(如：创设
《安全我知道》的主题环境墙饰、张贴安全方面的儿歌等，
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如何玩才是安全的)

区域活动：

在认知区，可提供一些判断对错的图片，再为学生准备两个
分类筐(可以和学生一起商量，采用他们商量好的符号分别表



示对错)，引导学生在比辨别的基础上，进行分类。

小班入园安全第一课教案篇二

1、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

2、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人身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等。

3、进行预防灾害，预防突发事情的教育。

1、导入：

列举出生活中的安全事例。

2、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1）公路上、

公共场所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是因为有的人安全意识不强。

（2）班级举例：学校发生的事故及后果。

（3）国家、政府狠抓安全教育工作。

（4）目前学校抓的几项工作。

1、学生讨论。

2、集体归纳。

（1）人身安全：在校园内或公路上不追逐打闹，不爬围墙，
不爬树，不接近有电等危险地点，劳动时，注意安全，不与



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课外不玩火，不玩水。

（2）交通安全：在公路上不追逐打闹，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交叉路口要注意行人车辆，在马路上行走时要靠右行。

（3）财产安全：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钱财，如有遗失或遇偷
盗、敲诈等应向老师及时反映或报警。

（4）饮食安全：不饮生水，不吃不卫生的食品，不吃有病的
鸡肉、猪肉等，

同学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平安是吉祥，健康是幸
福，良好的.身体才是学习、工作、生活的本钱。我们要牢固
树立安全意识，珍爱生命，珍惜幸福的学生生活。”我们一
定要牢记以下几点：

第一、做好课间活动的安全。

第二、做好劳动活动时的安全。

第三、注意交通安全。

第四、提高食品卫生安全和自我防范意识。

第五、要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学校各种规章制度。

第六、注意增强“防火防盗”意识，随时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要保管好自己的钱物，防止各种事故的发生。如果发生安全
隐患要及时报告老师。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同学们，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的
学习创造一个更好更优良的环境！

（四）、小结



1、让学生牢记今天我们所学的知识，并自觉去遵守

2、学生自查哪些方面未做好，今后要加强注意。

小班入园安全第一课教案篇三

1、认识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标记，懂得一些基本的安全知识，
明白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方法，提高自我保护的潜力。

2、透过活动，进一步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潜力、动手动脑及
创造想象的潜力。

玩具电话两部，各种标记图片若干。各种几何形的白卡片若
干，绘画工具材料。

1、认识几种主要标记。

(1)有毒、危险品标记

师：这是什么标记?你在哪里见到过这种标记?它表示什么，
提醒我们注意什么?

幼儿自由讨论，最后让幼儿明白有毒、危险品标记的意思是
有剧毒，危及生命，切不能乱动乱用。

(2)防触电标记

师：这是什么标记?哪些地方挂(画)着这种标记?它表示什么?

出示一幅资料为在高压线下放风筝的图片，让幼儿观察分析，
并说出这样做有什么危险，哪些地方不就应放风筝。

(3)防火标记

师：这是什么标记?平时，小朋友就应怎样防火?万一发生火



灾，我们就应怎样做?

2、游戏：报火警

玩法：教师当消防队的值班员，请一幼儿做报警者，拨玩具
电话“119”，向值班人员报告火警(要求讲清楚什么地方发
生火灾，请消防队赶快来救火)。值班员立即发出“全体消防
队员出发”的命令，全班幼儿模仿消防车上警报器的声音，
边走边作开车状。稍顷，做举水龙头射水的动作，片刻后，
开车回到，表示火已扑灭。

游戏后，教师讲清火警电话不能随意乱打的.道理。

3、设计标记

师：小朋友认识了许多标记，明白标记的作用很大。大家想
一想，幼儿园还有哪些地方也能够挂标记，能提醒我们注意
安全。(幼儿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

小班入园安全第一课教案篇四

1理解故事内容，学习故事中的对话。

2体验开开心心上幼儿园的情感。

故事磁带、教学挂图、幼儿用书《开开心心上幼儿园》

学习故事中的对话教学难点故事表演

1、倾听录音了解故事内容

幼儿第一遍倾听后，告诉同伴故事的'名称师生共同听故事录
音：故事里都有谁？



2、学说对话，进一步理解故事中的内容：

出示背景图和故事中的动物形象讲述故事：

小青蛙看见小鸭子、小乌龟是怎么说的？

小动物是怎样上幼儿园的？幼儿自由结伴讨论故事内容，教
师巡回聆听：

为什么要开开心心上幼儿园？

3、情景表演，体验高高兴兴上幼儿园的情感：

观看大班幼儿的表演。大班幼儿带弟弟妹妹一起表演，进一
步体验开开心心上幼儿园的情感。

4、经验迁移、表达感受：

你会将自己开开心心上幼儿园的故事表演给大家看吗？幼儿
表演，教师观察、鼓励幼儿。

5、小结

讲述幼儿表演情况。

小班入园安全第一课教案篇五

又是一年开学季，开学的第一课我们选择了和幼儿生活息息
相关的安全常识进行教育，把一些简单的安全防护知识教给
幼儿，增强幼儿的安全防护意识，学习保护自己的技能和方
法，以便处理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紧急情况。

活动目标：

1、让幼儿懂得一些基本的自我保护常识，对幼儿加强安全知



识教育。

2、培养幼儿初步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初步的应变能力。

活动准备：

情境表演“小明在家”、独自在家的各种图片

活动过程：

1、引入“突然遇到事情怎么办”的话题，加强幼儿的安全保
护教育。

生活中突然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不惊慌、不害
怕、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你们遇到过什么事，当时你是怎样的？想过什么办法解决。

让幼儿各自讨论，并把经历与其他幼儿分享。

2、利用情境表演引导幼儿了解突发事件的处理办法。

（1）两位老师进行情境表演，让幼儿看情境表演，学会“家
里突然来了陌生人”的处理办法。

教师小结：小明和机灵，遇到有陌生人来访，没有先打开门，
而是先问清来人是谁。现在社会上有坏人，如不问清，很可
能会让坏人钻空子，小朋友们也要当心。对待爸爸妈妈的客
人要礼貌热情。

3、让幼儿了解一些基本的发生危险的应变措施和方法。

“发生火警（触电、受伤、溺水等）时你有什么办法？惊慌
失措有帮助吗？”在此过程中引导幼儿知道火警、急救、匪
警等的电话号码。



4、教师总结。

教育遇到突发事件，应沉者、有信心，做任何事情都要先用
脑子想一下，相信自己能办好。

小班入园安全第一课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了解校园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2、掌握安全知识，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3、进行预防灾害，提高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

教学重点：

掌握安全知识，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新的学期开始了，我们又相聚在一起，老师非常高
兴。相信大家在假期里过得非常愉快。现在开学了，老师想
要讲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安全”。新的学期，安全将时
时伴随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

二、校园的安全隐患：（生列举）

1、学生在体育课、课间活动、集体活动的安全隐患。

2、学校围墙存在的安全隐患。

3、学生在上学、放学路上的交通安全隐患。



4、校园意外伤害的隐患。师：那我们该怎样预防呢？

三、学生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注意课间安全：大课间、体育课以及参加集体活动时，前
后左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太拥挤，不然容易踩脚、绊
脚，容易摔倒。在课间玩耍时要文明玩耍，不做剧烈的活动；
上下楼梯靠右走，“右行礼让”；不在教室内打球、踢球、
跳绳、踢毽。严禁用扫帚、拖把、铅笔、石头等危险物品玩
耍、投掷。集体活动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时间，遵守
纪律，遵守秩序，语言文明。

2、校园围墙的安全：不要攀爬围墙，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地
方，不要过去玩耍，更不能向围墙外面乱扔垃圾、石子等危
险物品。

3、交通安全：要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秩序。在上学、回家的
路上应该走路右边行走，在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马路时要减速
慢行，注意来往的行人、车辆，确认安全后方可。不骑自行
车；不乘坐农用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超载车辆。

4、讲究饮食安全：拒绝三无食品，不吃腐烂变质食品，不吃
零食，不喝生水，不在校外无证摊点上吃饭，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果皮纸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5、注意实验课的安全：在上

6、每位同学还要注意心理安全：在同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
静，要理智，切忌猜疑、让家长来学校为你撑腰，以免给自
己和同学带来不良的后果。同学之间要互相体谅、理解，以
平和的'心态来面对。

四、校外安全：



1、要有“防火灾、防触电、防侵害”意识。不吸烟、不玩火，
不焚烧废弃物；不随意触摸电器，不私拉电线，不在教室内
使用充电器、热得快、等电器；不和陌生人说话，遇到形迹
可疑的人要报告保卫科或教师。

2、要学会自护自救，要提高自我防御能力。学会简易的防护
自救方法，遇到偶发事件要冷静对待；敢于批评、指正一切
违反安全的人和事。

3、自我防范意识。同学们受到意外伤害，很多是没有想到潜
在的危险、没有自我保护意识造成的。我们只要不断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就能有效地避免和预防意
外伤害。我们要注意不跟随陌生人外出游玩，不吃陌生人给
的东西，不让陌生人随便出入家门。不随便向陌生人透露自
己的真实身份、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上学放学时尽量不要
独行，不要走小路，遇到坏人坏事要冷静、要敢于见义勇为
又要量力而行。

4、紧急电话：“119”——火警“110”——报
警“120”——急救“122”——交通事故报警。注意，打电
话时要说清地点、相关情况、显著特征。

五、总结。

这里我就本期的安全工作向同学们强调以下要求：

1、增强安全意识，时时处处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加强安
全教育。

2、认真吸取近几年来安全事故血的教训，树立自我防范和保
护意识，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3、严禁学生擅自下河、池、水库等危险水域游泳（游玩），
洗澡、钓鱼等。



4、严禁到高速路施工场地或危险楼房、地段、桥梁、游玩、
逗留。

5、注意户外活动安全，确保学生不在危险地带玩耍，不做危
险游戏，不私自外出游玩。

6、不准攀爬电杆、树木、楼房栏杆、不翻越围墙、不上楼顶
嘻闹。

7、交通安全。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准骑自行车上路，不攀
爬车辆，不在铁路、公路上停留、游玩、奔跑、嬉闹。

8、防火安全。不准玩火，不准私自上山带火，不接触易燃易
爆物品，不随便放烟花，爆竹。寄宿学生要有监护人，注意
做饭用火安全。

9、严防煤气中毒。住房内要注意通风，严禁晚上将煤炉放置
室内。

10、不随便接触电源和带电电器，不在雷雨时避于树下、电
线杆下或其它易发雷电的地方。

11、不准随便吃零食、野果，不吃过期和霉烂变质的食品，
注意饮食卫生，严防食物中毒。

12、不准进行不安全的戏闹，如抛石头、土粒、杂物，拿弹
弓、木棍、铁器、刀具等追逐戏打。

13、不准未告知家长私自外出。外宿和远游，防止被绑架、
拐骗或走失。

同学们，生命是宝贵的，面对生命我们要珍惜、敬畏。把安
全意识化为行动，让危险远离我们的生活，有平安健康才有
幸福梦想！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形成“安全”的浓厚意识。



要时刻有安全意识，努力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警钟常鸣，永
记心间！最后，希望同学们自觉遵守学校安全规定，每天高
高兴兴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祝愿同学们学习进步、身
体健康。

小班入园安全第一课教案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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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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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幼儿所需的、感兴趣的、急于想知道或解决的，并且生
活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安全自护问题来有目的的开展活动，
使幼儿从活动中充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1、培养幼儿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2、让幼儿了解火灾发生的几种原因，懂得如何防范。

3、初步掌握几种自救逃生的方法及技能，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