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保护自己幼儿园教案小班(通用8
篇)

教案的设计应该灵活多样，既注重学生的兴趣，又符合教育
部门的教学标准。选择适合自己教学风格和学生特点的高一
教案范文，可以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自信心。

保护自己幼儿园教案小班篇一

一、 活动目标

1. 初步懂得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知道不做危险动作。

2. 学习履行一些简单的安全行为。

二、 重点与难点

重点：使幼儿初步懂得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
安全。

说明：幼儿年幼无知，缺乏安全意识，只有“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才会引起幼儿积极主动地学习自我保护方法的愿
望和动机，才会真正地“导之以行”。

难点：使幼儿分辩安全行为与危险动作，学习日常生活中的
一些基本的安全行为和保护自己的方法。

说明：由于幼儿生活经验贫乏，很难预见自己各种行为的后
果，也不会分辩安全行为与危险动作，以致于在学习中感到
困难。因此，应将分辩安全行为与危险动作，以及学习保护
自己的方法视作难点。

三、 环境创设及材料



在语言角内增设《橡皮膏朋朋》的图书若干册及相应的录音
带，以便于幼儿听听、讲讲、议议。

提供若干组成对的安全行为与危险动作的图片如：“有秩序
地玩滑梯”和“争先恐后挤滑梯”。

生活中，有目的地引导幼儿观察他班幼儿的户外活动。

设立“安全角”，提供若干个安全品或危险物的实物与卡片。
如：空药瓶、易碎物(卡片)、尖锐物(卡片)等。

四、 设计思路

中班幼儿仍然保留着直觉行为性思维的特点，对自己行为的
计划性、预见性较差。因此，生活中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据此对幼儿进行自我安全保护方面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从幼儿的实际情况看，他们对安全方面的知识并非一无所知。
在前几年的生活中，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积累了安全方面
的知识。在此基础上，若能进一步运用他们的原有经验，并
从情感激发入手，引起幼儿对安全的“警觉“，这样，才能
使教育的要求真正地转化为幼儿自觉的安全行为。

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幼儿现状，在设计方案时，可从以下方面
加以考虑。

首先，从设计多种情境，提供多方信息着手，引起幼儿对安
全问题的关注，让他们在看看、听听、讲讲、议议中初步懂
得自我保护的重要性，为以后的教育作好铺垫。

再次，开展一系列的延伸活动，对幼儿的安全行为作连续或
间歇地强化，以巩固好的、自觉的安全行为。另外，幼儿之
间存在着个体差异，在活动中要贯彻“因材施教、因人而
异”的基本原则，以避免胆小的孩子由于某些行为的限制而



变得更加怯懦;对动作协调性、灵活性控制性差的幼儿，更要
提供经常性操作的机会，逐步建立起新的安全文明的行为方
式。

五、活动流程

1.引导幼儿感知讨论

建议教师利用区角活动、园内观察活动、视听活动等环节，
引导幼儿感知讨论，引起幼儿对安全问题的重视。

例一：在语言区角内，增设《橡皮膏朋朋》图书若干册和录
音带，供幼儿阅读、倾听。并适时设问，引导幼儿讨论。如：
朋朋的鼻子怎么会又红又肿呢?它的头上为什么经要贴橡皮膏
了?朋朋应该怎样做就不会变成橡皮膏朋朋了呢?(新故事在
《生活》教第90页)

2.幼儿集体或分组操作实践，教师因人而异地进行指导。

建议教师利用日常生活或创设特定情景，让幼儿学习保护自
己身体安全的行为。

例一：小心关门

幼儿学习安全、文明把开、关房门和框橱门

(二)游戏《狮子大王睡着了》(选自《生活》教材第91页)。

例二：安全使用剪刀

幼儿一般在美工活动时使用剪刀，因此建议在美工活动之前
或美工区内让幼儿学习正确运用剪刀的方法。为了便于幼儿
理解和记忆，可采用儿歌的形式：

小剪刀，手中拿，



剪个五星剪朵花，

大家夸它本领大。

帮自己，头朝外，

给朋友，头朝里，

安全第一要牢记。

例三：

3.强化巩固日常生活中自我安全保护行为，为奠定良好的习
惯打基础。

建议在一段时间里，陆续选用一些生动有趣的活动，以强化
幼儿保护自己安全的意识。

例一：经常开展评评“安全小机灵”活动，对能采取安全行
为的幼儿用“小机灵”标志给予鼓励(如：轻关柜、橱门，安
全使用剪刀)。尤其要注重即时地捕捉那些大部分幼儿尚未做
到而某一幼儿能表现出的安全行为，应立即予以肯定。

例二：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逐步在有关区域增添安全行为
与危险动作的配套图片，籍此不断扩大幼儿学习履行安全行
为的范围。

例三：设立安全角，放置一些幼儿日常生活中容易接触安全
品和危险吻(注：危险物可画在卡片上)，以利于幼儿随时进
行辨别，初步懂得哪些东西不能碰。(注：每次提供的物品宜
不超过5-6件，并要根据幼儿分辨的情况适当调整、更换。)

例四：在“家园之窗”中介绍游戏《安全“侦察员”》(选自
《生活》教材第92页)，使幼儿在家中能学会自觉地履行保护
自己的安全行为。



保护自己幼儿园教案小班篇二

1.掌握一些安全玩的方法，学会保护自己。

2.初步了解受伤后的简单救助方法。

事先安排情景表演，幼儿头饰。

一、怎样安全地玩

(一)情景表演《跳跳蛙撞疼了头》

1.老师请你们看表演，呆会告诉大家你看到了什么?

(观看情景表演前半段：跳跳蛙撞疼了头)

(二)情景表演《火帽子扭伤了脚》

1.谁也来了?(火帽子)火帽子来干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情景表演前半部分：火帽子扭伤了脚)

2.火帽子有没有受伤?它为什么会受伤?应该怎样做才不受伤?

(三)看图片：安全地玩

2.一组的幼儿共同看小图片，重点来看看在玩的小朋友是怎
样受伤的，我们应该怎样来玩才能做到保护自己不受伤。

二、不小心受伤了怎么办

(观看情景表演后半段：跳跳蛙撞疼了头以后)

1.跳跳蛙的头撞到石头上了，这时谁来了?(红袋鼠)它是怎么
说的怎么做的?(跳跳蛙，你怎么了?不要紧。我帮你揉揉，以



后走路、跑步的时候眼睛要看前面，这样就不会撞疼头了)

2.那我们来告诉跳跳蛙走路、跑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才不会
受伤?

(看情景表演后半部分：火帽子扭伤了脚)

3.火帽子的脚扭伤了，他直叫喊：“好疼啊!好疼啊!”怎么
办呀?(帮它揉揉，请一个幼儿去揉一揉)“哎呀，哎呀，你怎
么越揉我越疼啊?”“小朋友，不能揉，不能揉”红袋鼠过来
阻止。“红袋鼠，为什么不能揉?”“扭伤了脚可不能揉，先
用冷水敷一敷，再把它送到医院里。”

4.如果你在生活中不小心受伤了，应该怎么做呢?

让孩子知道，在幼儿园里如果有孩子受伤的时候，小朋友应
该第一时间告诉老师，这样就能得到及时的处理，能减少伤
害的程度。

保护自己幼儿园教案小班篇三

活动目标：了解动物有各种保护自己的办法。

活动准备：各种动物的图片、教学挂图《动物》。

活动过程：

1、动物的衣裳：

（1）、出示蝴蝶、青蛙、骆驼、白熊。讨论：

——“为什么它们穿不同颜色的衣裳？”

（2）、出示乌龟、刺猬、鱼、鸟的图片。讨论：



——“为什么它们穿不同样子的衣裳？”（硬壳、刺、羽毛
软、暖、轻）

2、动物的武器：

（1）、出示猫的图片，讨论：

——“猫是怎么保护自己的？”“还有哪些动物保护自己的
办法和猫一样的？”

（2）、出示牛的图片，讨论：

——“牛是怎么保护自己的？”“哪些动物保护自己的办法
和牛是一样的？”

（3）、出示蜜蜂图片，讨论：

——“为什么蜜蜂有刺，它有什么用？”

3、其他动物保护自己的办法：

——“还有哪些动物是怎么保护自己的？”

鼓励幼儿观察与发现周围动物保护自己的办法。

保护自己幼儿园教案小班篇四

大班教案《保护自己》含反思适用于大班的安全主题教学活
动当中，让幼儿能大概的理解画面的内容，了解一些自我保
护的方法，能运用保护方法来保护自己，快来看看幼儿园大
班教案《保护自己》含反思教案吧。

1、了解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2、 能大概的理解画面的内容。



3、 能运用保护方法来保护自己。

4、 发展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动手能力。

4、 学会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幼儿热爱生活，快乐生活的
良好情感。

1、能运用保护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1、 《我会保护自己》挂图。

2、 糖果。

1、律动《手指游戏》。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1、请幼儿仔细观察挂图《我会保护自己》。选择其中一个让
儿说一说：

——你们看到了什么？

2、让幼儿观察挂图上其余的画面，让幼儿说一说你看到了什
么？

3、 教师依次完整的说出画面上发生的事情。

——让幼儿思考，如果是你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办？
（幼儿分组讨论）

4、 请幼儿说己的办法。

1、情景表演：

（1）教师扮演陌生人敲门。让幼儿思考应该怎么做？

（2）教师扮演陌生人给幼儿吃糖，让幼儿思考该怎么办？



2、教师：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陌生人给的东西我们不
能接受，也不能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能跟着陌生人走。在外
面迷路了我们也不要着急，我们可以给爸爸妈妈大电话，如
果记不住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我们可以打警察叔叔的电话号
码110.所以还没记住爸爸妈妈电话号码的小朋友要努力记住
哦。

教学反思：

3、 教师依次完整的说出画面上发生的事情。

——让幼儿思考，如果是你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办？
（幼儿分组讨论）

4、 请幼儿说己的办法。

1、情景表演：

（1）教师扮演陌生人敲门。让幼儿思考应该怎么做？

（2）教师扮演陌生人给幼儿吃糖，让幼儿思考该怎么办？

教学反思：

保护，指尽力照顾，使自身（或他人、或其他事物）的权益
不受损害。

保护自己幼儿园教案小班篇五

（1）知道动物都会保护自己，而且它们保护自己的方法是多
种多样的。

（2）学会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



（3）积极参加活动，有进一步探索动物保护自己的兴趣。

（1）知识准备：幼儿事先通过看书.看录象.问成人，对动物
过冬的方式有所了解。

（2）录象：“动物的自我保护”；几种动物自我保护方法的
简单图示。

（3）动物的图片。

例子，引发幼儿思考各种动物是用什么方法保护自己的。

（2）了解动物保护自己的几种常用方法，扩展幼儿已有的知
识。

a.幼儿观看录象，初步了解录象中小动物自我保护的方法。

物。

的图示后，幼儿看是否所选的动物相同，然后做出相应的动
作。

的。课件：反映青蛙.乌龟.刺猥.黄鼠狼.兔子.毛毛虫六种动
物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录象。

保护自己幼儿园教案小班篇六

1.知道动物都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而且保护自己的方法是多
种多样的。

2.学习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

3.积极参加活动，有进一步探索动物自保的兴趣。



1.引出话题：

动物是我们的朋友吗?为什么?

既然是朋友，那你知道动物喜欢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它们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危险?

2.动物的自我保护能力：

当他们遇到危险时，它们是怎样保护自己的?(自由述说)

动物有那么多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现在我们去整理一下，

哪些动物用的是一样的方法?什么方法?(分组进行)

3.汇总交流：

每组派一代表交流。

根据每小组汇总的情况，总结几种方法：

保护自己幼儿园教案小班篇七

设计意图：近期虽然非典有所缓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放松
警惕，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战斗，小朋友虽然都知道非典二
字，但对怎样预防非典，保护自己，病菌是从哪里传播的，
还了解甚少.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在社会上人人都关心，连幼
儿园孩子都关心的热点上，预设一节这样的课，让幼儿进一
步知道怎样预防非典，保护自己的重要性。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引导幼儿了解非典的传播途径等基本情况，知
道相关的预防知识，学会保护自己。



2.通过看看、讲讲、编儿歌、竞赛等各种有趣的形式，让幼
儿知道预防非典的重要性。

环境创设：

1.老师和幼儿共同收集预防非典的图片，布置成版面。

2.洗手歌的磁带、图片、竟赛的卡片、今天谁会赢的记分表、
奖品若干、五个水果队（苹果、草莓、橘子、菠萝、西瓜），
水果胸牌。

3.幼儿已学会儿歌“拍手歌”，游戏“洗手歌”，认识过一
些汉字。

活动流程：看看说说展览会——仿编儿歌“健康拍手
歌”——游戏“今天谁会赢”——跳“洗手舞”

活动过程：

（一）让幼儿看看收集的图片，自由讨论。（老师观察幼儿
讨论的情况，并对幼儿提出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归类）

1.人们为什么要在非典期间，人多拥挤的地方戴上口罩？

3.医生和护士为什么要穿上厚厚的隔离服？

4.那非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

教师小结：非典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是通过飞沫及接
触病人传播，传播的速度非常快。

5.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是怎么做的？

6.那我们小朋友应该怎样预防非典，保护自己呢？



（二）幼儿用已学过的拍手歌的形式来编预防非典的儿歌。

1.出示图片：请幼儿看着图片来编一首预防非典的儿
歌：“健康拍手歌”。

2.先请幼儿自己编，然后老师用开火车的形式请大家一起编。

（三）游戏“今天谁会赢”（预防非典，从我做起，非典知
识大比拼，今天谁会赢！）

1.游戏规则：小朋友可以选

择自己喜欢的水果，然后组成苹果队、草莓队、菠萝队、西
瓜队、橘子队，五人为一组。当老师出示图片后，说3、2、1，
大家一起出手势，对的用表示，错的用×表示，每一组中有
几个人手势对的就加几分，最后以得分最多的对为第一名。
（请配班老师做裁判，把分数写在记分表上）

2.请嘉宾老师为获奖的队颁奖。（放音乐）

（四）预防非典，从洗我们的小手开始，让我们一起来跳洗
手舞吧。

保护自己幼儿园教案小班篇八

安全教育是幼儿园的头等大事,在幼儿园阶段，对幼儿实施我
保护和安全这方面的教育，应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从幼儿
周围的生活开始，通过事例，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增加幼
儿的感性经验，重点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意识，
以预防为主，同时让幼儿知道一些简单道理。

幼儿喜爱爬高，但爬高应该注意安全，要在有大人照顾时爬
幼儿园和公园的攀登架、绳梯，但不能爬阳台、桥、楼梯这
些地方的栏杆和窗户.为什么不能爬这些地方呢?因为它们都



比地面高，一旦掉下去，轻的摔伤，破皮流血，重的会摔死。
而且窗户、栏杆上面都窄，幼儿很容易摔下去。

例如，有个4岁的小朋友叫明明，有一天天很热，妈妈把玻璃
窗打开扣上纱窗就到厨房做饭去了。明明在屋里还感到很热，
就独自爬到窗户上去推纱窗。由于用劲太大，纱窗推开了，
人也从窗户上摔到楼下.经过医生抢救，明明救活了，但两条
腿却摔断了，天真活泼爱跳的明明从此就躺在床上了，再也
不能和小朋友一起跑步、跳绳、做游戏了!当小伙伴来看望他
的时候，他总是告诉大家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爬高时更要小
心。

很多幼儿喜欢到河边、湖边或塘边去玩水、捞小鱼、蝌蚪和
小卵石。在冬天，北方的一些幼儿爱到河、湖的冰面上去滑
冰、玩冰车。这是很有趣的事。但是，不要让幼儿独自去或
只和自己年龄相近的伙伴去。为什么呢?水边泥土松软，有很
多水边是陡的斜坡，小朋友很容易滑到水里去。

有些地方矮树和草丛长得很茂盛，枝叶把下面的水面遮住，
一不留神就容易掉进去。一旦掉进去，如果附近没有大人来
抢救，那是很危险的。即使侥幸救上来，往往是喝了很多脏
水或吓出病来。冰面有厚有薄，不留神踩到薄的冰面，就会
掉进去。要是掉到冰窟窿里去就更危险了。如果仅有幼儿一
人就很难爬出来，即使有几个小伙伴，他们也难以救人。

(1)让幼儿知道附近的危险水域和冰面。

(2)划定可以安全滑冰的地区，教育幼儿不到界外。

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许多地方在盖房、盖楼、修桥、
铺路。这些地方很热闹，但这里也很危险。工地上堆放着建
筑材料，还有脚手架。有些幼儿喜欢到这些地方去玩，去钻
洞、爬高、捉迷藏，却不知道危险。所以，如果幼儿园附近
有建筑工地，教师可以对幼儿进行现场教育，使幼儿获得感



性认识。

可以通过简单实验，使幼儿知道生石灰加水后会放热的道理。
因为工地上往往需要石灰浆，而幼儿并不一定知道，如果去
玩弄石灰浆，则有被烫伤的可能。

马路上，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停车场时有车辆开来开去，
如果幼儿在这些地方玩耍，例如玩球，则极易造成事故。所
以，教育幼儿远离这些地方，绝对禁止幼儿去这些地方打闹、
玩球、捉迷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