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用电安全教育教案 冬季安全用电教
育教案(通用8篇)

教案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有力工具，可以帮助教师提前思
考和准备，确保教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教师们可以通过参
考以下范文，来不断完善自己的大班教案编写能力。

初中用电安全教育教案篇一

1、知道电是具有危险性的，了解生活中哪里有电。

2、在共同游戏中了解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有电。

3、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4、知道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逃生。

一、引入

3、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东西动起来呢？它们需要什么？

4、原来这些都是电器，只有电才能让它们动起来。他们是电
器，我们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电器。

二、找电器

1、出示电的标志（宝宝们知道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吗？这是什
么标志？这是电的标志）

2、在我们的教室里有没有用电的电器呢？

3、我们一起找找哪里有电器，找到之后把这个电的标志贴在
它上面吧。



4、共同进行游戏。

5、我们一起来看看宝宝们有没有找对教室里各种各样的电器。

6、和幼儿一起检查。

三、危险的电

1、电也是十分危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那我们平时有哪些动作不能做？（引导幼儿讲出不能去玩
电器，不能去碰电插头的道理。）

3、幼儿了解触电的危险。

4、共同进行讨论除了电还有什么是危险的。

在本次活动中，让小朋友知道安全用电的重要性。幼儿的兴
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的这个阶
段，看见电线段落在路上，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
我会多看看多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初中用电安全教育教案篇二

1、知道电是具有危险性的，了解生活中哪里有电。

2、在共同游戏中了解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有电。

3、引导幼儿初步掌握日常生活中电的作用。

4、探索、发现生活中电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3、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东西动起来呢？它们需要什么？



4、原来这些都是电器，只有电才能让它们动起来。他们是电
器，我们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电器。

二、 找电器1、出示电的标志（宝宝们知道我手里拿的是什
么吗？这是什么标志？这是电的标志）

2、在我们的教室里有没有用电的电器呢？

3、我们一起找找哪里有电器，找到之后把这个电的标志贴在
它上面吧。

4、共同进行游戏。

5、我们一起来看看宝宝们有没有找对教室里各种各样的电器。

6、和幼儿一起检查。

三、 危险的电1、电也是十分危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那我们平时有哪些动作不能做？（引导幼儿讲出不能去玩
电器，不能去碰电插头的道理。）

3、幼儿了解触电的危险。

4、共同进行讨论除了电还有什么是危险的。

初中用电安全教育教案篇三

1、使学生了解一些用电的安全常识。

2、使学生学会正确、安全的用电。

二、教学过程：

(一)教授新课



1、安全用电标志

(1)你们了解安全用电标志吗?

(2)安全用电标志分为颜色标志和图形标志。颜色标志常用来
区分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用途的导线，或用来表示某处安全
程度。图形标志一般用来告诫人们不要去接近有危险的场所。

(3)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黑色，你们知道都是用来标志
什么的吗?

(4)老师结合图片向学生讲解不同颜色标志代表的不同含义。

2、预防触电

(1)触电后应立即拉下电源开关或拔掉电源插头。

(2)迅速拨打电话，你们知道应该拨打什么电话号码吗?

(3)如果无法及时找到或者断开电源，应该怎么办?

(二)总结

1、我们经常看到电池，你们说摸电池会触电吗?你们知道这
是为什么吗?

2、今天这节课，你们学到了哪些用电安全知识?

以上是小编整理的有关2017年小学生安全用电教育教案相关
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初中用电安全教育教案篇四

1、知道电可以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方便，但是不安全用
电会有危险。



2、懂得安全用电的常识，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3、了解触电后的急救方法，提高生活能力。

ppt、故事《不懂安全的大灰狼系列之神奇的电宝贝》视频、
实物插座及台灯、安全用电图片、垫子、自制“电线”一根、
长木棍一条。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1、师（出示实物插座）：小朋友，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它有
什么用吗？

2、教师演示台灯接电源后工作。

3、师：你们家里还有哪些电器？它们有什么用？

4、师：电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如果使
用不恰当，它也会发脾气咬人的。

二、欣赏故事《神奇的电宝贝》

1、师：大灰狼在小红帽家里不安全用电，我们看看它发生了
什么事？

2、教师播放故事视频《神奇的电宝贝》，幼儿欣赏。

三、讨论

1、师：大灰狼为什么会触电？

2、师：我们在使用电时，应该注意什么？

3、教师小结：



四、看看说说：这样做对吗？

教师出示图片，请幼儿看看用电正确与错误的图片，说说这
样做对吗？知道安全用电的重要性。

五、了解触电后的急救方法

1、师：如果不小心触电了，该怎么办？

2、观看ppt，了解触电后的施救方法。

3、情境表演：请幼儿分别扮演触电者和施救者，表演触电后
的施救情景。

六、结束部分

1．教师向幼儿介绍“安全用电”标志。

2．请幼儿平时和爸爸妈妈出去散步时看看哪里有安全用电的
标志。

初中用电安全教育教案篇五

1、了解电的用途，懂得怎样安全用电。

2、培养幼儿节约用电的意识。

3、培养幼儿的理解能力，理解电对人类的危害性。

4、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5、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重点：培养幼儿节约用电、安全用电得的意识



难点：引导幼儿理解电的用途以及电对人类的危害性

1、节约用电相关图片

2、教室内的电源开关

1、播放相关图片，音乐导入。

2、让孩子们讨论停电了我们该怎么办?从而引出电的用途的
讨论，并结合生活实际来说说电的作用。

3、打开教室电灯开关，教师讲解电的用途。

4、幼儿自由讨论，如果没有电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5、帮助幼儿理解怎样节约用电、安全用电。

6、总结理解节约用电安全用电的重要性。

本次活动通过幼儿的讨论与发言，不仅培养了幼儿的语言表
达能力，跟重要的是让他们懂得了怎样珍惜自然资源，怎样
节约用电，安全用电，培养幼儿的自我安全保护意识。不足
之处在于我只注重了活动过程，而忽略了活动目的，让部分
幼儿理解比较模糊，应该在讲解时仔细一点多讲述两遍，让
幼儿更好地加深理解，并在活动中多给幼儿一些奖励，从而
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初中用电安全教育教案篇六

学习一些在家用电的安全常识。

1、通过学习，让学生充分了解家居生活中的用电安全，增强
安全观念。



2、培养学生自护、自救的`能力，健康成长。

树立自护、自救的观念，培养自护、自救的能力。

一、谈话导入。

说到安全，

大家都能说出许多应该注意的内容来。

要是把安全和家联系起来，恐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家是港湾，我们在家受到爸爸、妈妈的关心、爱护。家里应
该是不存在什么危险的了。其实呀，在家庭生活中仍然有着
许许多多的意外，同学们应该加以注意，尤其是在用电方面
要小心对待。

三、用电常识。

1、观看视频用电知识

讨论、交流，了解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切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正在工作的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

2、联系生活谈谈用电安全。

（1）电视机只用遥控器关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此时的电视机
仍然处于待机状态，应该亲手关闭电视机的电源开关并拔掉
插头。



（2）冬天，电暖器用完后，一定要把插头拔下，不要让它处
于保温状态而不去管它。

（3）雷电天气时，要关闭正在使用的电器，特别是电视机、
电脑。

（4）使用电器的过程中，如果看到有冒烟、冒火花的`现象
或者闻到焦味，都应该马上关闭电源开关，停止使用，并请
专业的维修人员检查。

四、自救知识。

（1）发现有人触电的时候，不要用手接触对方，可以想办法
关闭电源。

（2）拨打报警电话119

五、小结。

居家安全，注意用电。火已燃起，切勿乱闯。临危不乱，记
住出口。拨打119，等待救援。跳楼有术，虽损求生。

初中用电安全教育教案篇七

本课教学亮点：

第一，本课在导入上，从学生介绍自家电器的种类、品牌及
给家里带来的便利入手，学生有话可说，一下子抓住了学生
和注意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踊跃介绍，课堂气氛活跃，为
后面的环节奠定了基础。

第二，通过视频介绍电视机的生产流程，形象直观，比抽象
地介绍更能让学生充分了解电视机及其它产品生产过程的复
杂，需要许多人付出辛苦的劳动。



第三，结合自己的生活，让学生谈假如离开了工业，我们的
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这种反向思维的方法，激活了学生的
思维，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在讨论中感受工业对我们生活
的重要性。

第四，通过设计产品，充分发挥学生的想像力和创新能力。
学生奇思妙想，设计精心，通过展示，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
成就感。

不足之处：

要更好地了解各种产品的生活流程，能带领学生走进工厂，
亲自观察了解、操作实践，更有利于本节课的目标达成。

初中用电安全教育教案篇八

1、探索并掌握整百、整十数的加减的口算方法，并能正确地
计算。

2、结合具体情境，发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体会到生活与数学的密切联系。

3、初步培养学生探索、交流、合作的能力。

4、初步培养学生认真审题、准确计算的良好习惯。

教具：口算卡片、实物卡片、磁力板。

学具：实物或卡片、计数器。

切入举偶

出示挂图，故事引入。



对话平台

玩中学

1、看一看。

从图中的情境入手，发现数学问题。

（1）提问：你从图中看到了什么？你能提出哪些问题？

先独立思考，再与小组成员讨论。

（2）汇报小组讨论结果。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可能会根据图中的信息，提出很多问题。
如：一台洗衣机比一台电冰箱便宜多少钱？买其中三样或四
样电器共花多少钱？1000元钱能买那几种商品？教师先选择
一个比较容易的问题加以解决。

2、算一算。

探索计算的方法。

解决买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电视机共花多少钱。

（1）怎样列式呢？指名回答。

（2）板书：500+800=

（3）怎样计算500+800，在小组内交流各自的算法。

（4）各小组展示算法。

生1：我先想5+8=13，再在得数后面填两个0，得数是1300。



生2：我是这样想的：5个百加上8个百是13个百，即1300。

生3：看人民币的图，我发现，5张一百元加上8张一百元，
是13张一百元，13个一百是1300。

生4：我是用在计数器上拨珠子的方法得到的。

3、试一试。

进一步熟练掌握整十、整百数得加减的口算方法。

（1）教师引导学生独立完成50页试一试中的题目，得出结果。

（2）集体订正。

学中做

1、完成教材第51页的第1题。

2、完成教材第51页的第2题。

做中得

完成教材第51页的第3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