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安全自我保护教案 自我保护安全班
会教案(大全8篇)

教案是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交流的桥梁，可以促进学习效果
的提高。在以下初三教案范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教师的
教学思路和教学方式，这对于我们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有着
重要的意义。

大班安全自我保护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教育学生适应社会环境，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掌握与违法犯
罪作斗争方法和技巧，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学会依法规范
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活动重点：

培养坚强意志，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难点：

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据自愿和指定相结合原则，将学生分成
四个小组：

第一组：由平时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同学组成；

第二组：由平时喜爱上网的同学组成；



第三组：由富有正义感关心他人的同学组成；

第四组：由个头较小曾受其他同学欺侮的同学组成；

布置任务：

第一组：同学回去把父母的身份证带到学校来；

第二组：同学介绍各自最熟悉的网友；

第三组：同学从社会生活中找一些女青少年的权益受侵犯的
实例；第四组：同学回忆自己受欺侮时，“以智取胜”及心
理感受。活动方法：情景活动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多
媒体展示法活动过程：

一、案例研讨，导入新授：

二、情境体验，心灵感悟：

第一组同学活动：

主持人：我们班级准备开个小卖店，今天向第一组同学借用
他们父母的身份证，请第一组同学把带来的身份证借给我们。
提醒其他同学观察第一组同学的表情。

班长起立收缴第一组同学带来的身份证，有的同学有些不舍，
有的很爽快，有的同学犹豫不决，但都交给了班长。

学生讨论：身份证在生活中有什么作用？我们使用时要注意
些什么？大家讨论。

讨论结果：身份证是证明自己身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效证
件。这种证件不能随便借与他人。

学生感悟：我们第一组的同学对身份证作用认识不清，缺乏



防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较弱。

教师点评：我们同学警惕性不高，面对不法侵害自我保护。

第二组同学活动：

主持人：我们班级的几位“网络高手”介绍自己最熟悉的网
友。

第二组同学依次交流他们的网友，每交流一位同学老师就启
发其他同学发问是否确实是真实的。第二组有几位表现很肯
定；有几位也犹豫。老师不做任何评论，接着让学生阅读课
文中的材料二。

同学讨论：小燕家被盗的原因是什么？网上交友要注意些什
么？

讨论结果：小燕家被盗的原因是小燕轻信了自己的网友。

心灵感悟：网上交友的注意点有

（1）不要轻易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住址、电话、学校等信
息；

（2）不要轻易与网友会面，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3）与网友不要有金钱的交往；

（4）不要轻易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

（5）遇到低级庸俗的网友，马上避开，不要理睬；等等。

教师点评：第二组同学中“犹豫者们”要比“肯定者们”警
惕性要略高一些。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不法侵害的前提。即
我们常说的一句谚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讨论结果：对女生的自我保护提出一些建议：

（1）上学、放学或外出游玩要结伴而行，不去树林、山洞等
偏僻地方；

（2）不去营业性舞厅、录像厅、通宵电影院等潜伏不安全因
素的地方娱乐；

（3）不与陌生异性单独会面，不搭乘陌生人的车辆；

（4）面对侵害，要积极主动寻求帮助，敢于抵抗；

（5）记住犯罪分子的特征并及时报案；

（6）学会使用110报警。等等

心灵感悟：我们班级的“活跃”女生一定要自重，一定要记
住这些建议。

教师点评：自我保护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文明的举止，
得体的衣着打扮，是自我保护的防护衣。

第四组同学：主持人：“以智取胜”是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
让我们第四组同学交流他们的经验。第四组同学交流他们的
资料，让同学感受智慧的作用。

学生讨论：我们都是中学生，在遇到意外险情与伤害时，我
们该怎么办？讨论结果：我们可以：

（1）用巧妙的方法如挤眼睛向他人求救；

（2）人身安全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避免无谓激怒对方；



（4）采用心理战术，镇定自己，威吓对方；

（5）利用周围环境躲避；

（6）把自己与对方认真比较，确定最佳处理方案；。

心灵感悟：我们同学遇到意外险情与伤害需要冷静，运用最
有效求助方法。有能力将犯罪制服，勇敢搏斗；没有能力制
服时可以用呼救法、周旋法、恐吓法以脱身，不得已，两害
相权取其轻，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

教师点评：青少年要有自我保护的智慧和方法。

三、心灵导航，加深提高：

教师分析：小峰靠法律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介绍与我们
中学生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种权益，如：受教育权、人身自由
权、荣誉权、名誉权、姓名权、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对青
少年的'教育、引导和保护，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
件和环境，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要拿起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我国于1991年9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6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

教师小结：青少年学生要树立法制意识，依法维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

大班安全自我保护教案篇二

1通过本教学活动，使学生有自我保护的初步意识。

2学生在遇见突发事件时能够使用正确的方法保护自己。



3培养学生自我保护能力。

学生在遇见突发事件时能够使用正确地方法保护自己。

学生能够使用通讯工具求救，能够做到拒决陌生人的带领。

场景1、场景2

相关图片[坏人做坏事图，陌生人骗小孩图片]

一开始部分

1场景1(发生突发事件，有坏人入园，并挟持学生并其领走)
教师观察有而反应并记录。

2说一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小朋友怎麽做的？我们正
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出示相关图片，请学生观察并说出图中发生什么事。

2请学生说说如果自己遇见此类事件应该如何对应。

3教师指导学生在遇见突发事件时应当如何解决（打电话求救
或呼喊救命）

4场景2，考验学生是否使用正确方法保护自己。

5根据场景2再次对学生进行教育。

三结素部分

谈话：说一说在生活中还有什么其它突发事件，我们如何解
决。



我们知道，每一年有多少可爱的小生命因为意外伤害事故而
受到了多么无情的摧残。而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对
如何处理好教育活动与学生人身安全的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
用，这需要一个支点也需要一个平衡点，我们也常常困惑于
此。今天当我们的教育倡导着教育活动生活化、情景化时，
我们力求把孩子带到真实的世界中，让他们真实的去感知世
界、体验生活，这就意味着要放开成人的庇护，让他们自由
的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保障学生
的安全和为了使孩子自主地成长，活动中不可缺少一定的冒
险性”结合起来呢？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较低，行为缺
乏理智，易受情绪的影响，在游戏活动中特别是户外的中，
则可能造成意外的事故。所以，教师在活动前或活动中对学
生有效的规则约束和必要的安全指导也是十分必要的。

大班安全自我保护教案篇三

教学内容：学习一些家居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知识。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学生树立自护、自救
观念，形成自护、自救的意识，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教学过程：

谈话引入：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家庭生活中仍然有许
多事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
成事故。下面就谈谈家居安全要注意些什么：

如何防止烫伤？

1．从炉火上移动开水壶、热油锅时，应该戴上手套用布衬垫，
防止直接烫伤；端下的开水壶、热油锅要放在人不易碰到的



地方。

2．家长在炒菜、煎炸食品时，不要在周围玩耍、打扰，以防
被溅出的热油烫伤；年龄较大的同学在学习做菜时，注意力
要集中，不要把水滴到热油中，否则热油遇水会飞溅起来，
把人烫伤。

3．油是易燃的，在高温下会燃烧，做菜时要防止油温过高而
起火。万一锅中的油起火，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应该尽快用
锅盖盖在锅上，并且将油锅迅速从炉火上移开或者熄灭炉火。

4．家里的电熨斗、电暖器等发热的器具会使人烫伤，在使用
中应当特别小心，尤其不要随便去触摸。

如何安全使用高压锅？

用高压锅做饭，节省时间和能源，许多家庭都使用它。高压
锅在使用时，锅里的温度高、压力大，所以安全问题十分重
要。

l．使用高压锅之前，首先要检查锅盖的通气孔是不是通畅，
安全阀是不是完好无损。

2．在使用中，不要触动高压锅的压力阀，更不要在压力阀上
加压重物或者打开锅盖。

3．饭菜做好以后，不能马上拿下压力阀或者打开锅盖，要耐
心地等待锅里的高压热气释放出来后，才能拿下压力阀，打
开锅盖。

使用煤炉取暖怎样预防煤气中毒？

1．用煤炉取暖，一定要安装烟筒和风斗。



2．定期清扫烟筒，保持烟筒通畅，如果发现烟筒堵塞或漏气，
必须及时清理或修补。

3．经常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4．伸出室外的烟筒，还应该加装遮风板或拐脖，防止大风将
煤气吹回室内。

如何安全用电？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以下最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总电源。

2．不用手或导电物（如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
触、探试电源插座内部。

3．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4．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插拔电源插头时不要用
力拉拽电线，以防止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触电；电线的绝
缘皮剥落，要及时更换新线或者用绝缘胶布包好。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
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去直接救人；年龄
小的同学遇到这种情况，应呼喊成年人相助，不要自己处理，
以防触电。

6．不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插头等。哪怕安装灯
泡等简单的事情，也要先关断电源，并在家长的指导下进行。

如何安全使用电器？

如今，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熨斗、吹风机、电风扇



等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地进人了家庭。使用家用电器，除了应
该注意安全用电问题以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各种家用电器用途不同，使用方法也不同，有的比较复杂。
一般的家用电器应当在家长的指导下学习使用，对危险性较
大的电器则不要自己独自使用。

2．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3．电风扇的扇叶、洗衣机的脱水筒等在工作时是高速旋转的，
不能用手或者其他物品去触摸，以防止受伤。

4．遇到雷雨天气，要停止使用电视机，并拔下室外天线插头，
防止遭受雷击。

5．电器长期搁置不用，容易受潮、受腐蚀而损坏，重新使用
前需要认真检查。

6．购买家用电器时，要选择质量可靠的合格产品。

外出时如何避免遭受雷击？

雷电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它实质上是天空中雷暴云中的火花
放电，放电时产生的光是闪电，闪电使空气受热迅速膨胀而
发出的巨大声响是雷声，雷雨天容易遭受雷击，致人受伤甚
至死亡。避免雷击应当做到：

1．在外出时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
停留。

2．雷电交加时，如果在空旷的野外无处躲避，应该尽量寻找
低凹地（如土坑）藏身，或者立即下蹲、双脚并拢、双臂抱
膝、头部下俯，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如果手中有导电的物体



（如铁锹、金属杆雨伞），要迅速抛到远处，千万不能拿着
这些物品在旷野中奔跑，否则会成为雷击的目标。

3．特别要小心的是，遇到雷电时，一定不能到高耸的物体
（如旗杆、大树、烟囱、电杆）下站立；这些地方最容易遭
遇雷击危险。

20xx年6月14日

大班安全自我保护教案篇四

1、连系生存现实，相识防盗的办法与要领。

2、乐于摸索、交换与分享，引发求知欲、缔造力。

3、进步自我掩护的意识与本领。

本目的从认知、本领、情绪等多角度建立，内容涉及社会、
康健、科学、美术等多个范畴，力图“既切合幼儿的实际须
要，又有利于其久远生长”。

1、幼儿网络的种种防盗办法、要领的图片材料。

2、先容“电视监控”“报警体系”、“电子门”“保险柜”
的录象。

3、画有“室庐小区、银行、博物馆、幼儿园教育随笔超市、
幼儿园”的图片。

4、赤色水笔人手1支。

5、什物投影仪1台。

1、操纵生存履历引出课题



评论辩论：你们家有没有被偷失过工具，是怎么一会事？

（从孩子熟习的生存内容入手，孩子到场踊跃，形貌栩栩如
生，爱好充实引发）

2、相识种种防盗要领。

（1）幼儿先容本身相识的防盗要领。

（经由过程什物投影仪，幼儿把预备的图片材料在电视屏幕
上展现，并先容给各人）

（2）幼儿部署展板，老师勉励幼儿旁观并互相先容。

(这个环节，故意存眷幼儿个体差别，尤其是在运动前重点资
助了个体本领差的幼儿预备质料，使他们此时感觉搭档观赏
与勉励，引发进修的愿望。尽力表现在教与学的历程中，实
行生长的周全性与差别性原则，摸索团体讲授与个体化讲授
的题目。)

（3）勉励幼儿把知道的更多的防盗要领先容给各人。

（在全部交换中老师留意归类提拔。如幼儿讲到“卷帘”时，
请各人先容还知道哪些防盗门。）

（在交换中注意拓展。孩子讲到电子探头时，捉住话题评论
辩论睁开，孩子从室庐小区―银行、市肆等大众场合―大众
汽车等多方面思索，老师实时播放幼儿熟习的新村内电视监
控体系的录象。并将拍摄的红外线报警体系、电子门、保险
柜在孩子讲到相干内容时播放，用活泼的画面资助幼儿进一
步相识并拓展视野）

（在交换中注意体验当孩子先容家庭报警器，请他暂时安装
在运动室的门受骗场演示；讲到暗码锁时，请幼儿猜暗码，



感觉暗码的奥妙成果。）

（在交换中实时天生新的课题。幼儿在评论辩论电子警员时，
有幼儿说到公路上的装配，“这个电子体系的到底有什么功
效呢？”“公路上另有哪些装配？”老师把这个题目照旧抛
个孩子，让他们去探讨，并作为一个新的课题。）

3、经由过程评论辩论进步自我掩护意识。

（1）“有了这么多的防盗要领是不是肯定平安了，为什
么？”

（2）“本来，小偷是会想尽坏主张偷工具，以是我们在平常
生存中还要留意些什么？”

（3）“要是我们真得发明小偷该怎么办？

（陈鹤琴老师以为：“儿童离不开生存，生存离不开康健教
诲”。而康健教诲的动身点与归属点是进步幼儿的生存质量
和掩护本身的本领。这一环节的评论辩论，旨资助孩子养成
顺手关门、上锁、开门先看猫眼等康健生存方法，知道有环
境先打110，进步平安意识。

4、游戏：计划防盗计划。

（1）勉励几个小朋友结成一组，在新建的室庐小区、银行、
博物馆、超市、幼儿园的图纸上画上差别的防盗要领。

（小组的配合探讨，增长了更多的互相交换与协作的时机，
在不雅点的互相碰撞中富厚新的常识，从搭档那边获得更多
的信息、履历，增进幼儿不停思索美满本身的不雅点。同时
为了完成使命，幼儿必须作出公道的分工，得到有益的履历。
）



（2）巡回引导时勉励幼儿计划创造新奇的防盗要领。

（在开放的有预备的情况中，幼儿的缔造力得以充实的展现，
图纸上的计划富厚多样，有警犬等动物守门，更有高科技的
触报体系，有的幼儿还应用科幻动画片的情节并加以奇特改
进描画出来）

大班安全自我保护教案篇五

1、知道祖国妈妈今年70岁了，了解首都、国旗、56个民族等
关于祖国的知识。

2、用绘画方式表达对祖国妈妈的生日祝福，增加爱国主义热
情。

3、积极参与庆祝活动，体验节日的喜庆。

4、感受节日的欢快气氛。

5、让幼儿知道节日的时间。

1、将画面做成卷轴、干净的场地、画笔

2、定好国旗下讲话人员、内容

3、幼儿才艺表演人员

一、升旗仪式

1、集体齐唱国歌。

2、当庄严的国歌演奏完毕，孩子们共同祝贺：“祖国妈妈生
日快乐!”

3、主持人向幼儿介绍中国的首都、少数民族、国旗含义等，



介绍祖国妈妈已经60岁了。

4、幼儿才艺表演(与国庆有关内容)

二、长卷画“彩笔绘中华”

幼儿在展开的卷轴上绘画中华美景和生日祝福。

三、为祖国妈妈过生日

各班在教室为祖国妈妈过生日，分享蛋糕，体验喜悦。

大班安全自我保护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知道火警电话“119”，报警电话110，爸爸妈妈的电话号
码。

2、懂得自我保护。

3、巩固认识0-9数字。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活动准备：

1、《自我保护》视频。

2、电话号码字卡(能认识119、110和一些相关标识的衣服以
及警车、消防车)三、活动过程1、拿出10个数字字卡，让小
朋友们拼出火警电话和报警电话。



2、请小朋友们指出消防车和警车。

3、请小朋友们拼出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

4、选择性观看视频a、(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一：在外面走丢
了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走丢了应该怎么办?

b、(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二：陌生人敲门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陌生人敲门应该怎么回答?

c、(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三：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二)提问，
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别人要触摸自己的身体你该怎么回答?

d、(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四：不要随便跟别人走(二)提问，
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别人叫跟他走要去吗?应该怎么回答?



e、(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五：学会大声求救(二)提问，启发
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求救的时候是喊什么?

教学反思：

安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继续探讨和努力，将安
全教育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不断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每位幼儿撑起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大班安全自我保护教案篇七

1、通过谈话，知道十月一日是国庆节，简单了解国庆节的含
义。

2、培养幼儿喜欢讲述的习惯及热爱祖国的情感。

3、通过讨论，激发过节日的情感，知道要愉快、合理地过节。

4、感受节日的欢乐气氛。

收集国庆外出游玩的照片、

一、让幼儿围坐成圆圈进行谈话活动。

1、谈谈自己国庆节假日的生活。

师：小朋友们好几天没来幼儿园了，老师真想你们啊，这几
天，你们玩得开心吗?(开心)

2、你们知道哪一天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十月一日)，对了这一



天就是国庆节。

3、谁能来说说这个国庆节你是怎样度过的?你看到了什
么?(结合图片讲讲自己的国庆假期生活)

4、教师可以先谈谈自己在国庆里是怎样度过的，看到了些什
么和发生了什么事。

师：分别请幼儿大胆讲述自己假期的活动。

5、重点对卡壳的幼儿进行启发，如“你去哪里啦?”“妈妈
是否带你去好玩的地方，吃好吃的东西?”

6、引导幼儿和同伴互相讲述在节日中最高兴的一件事。

7、用流利清晰的语言来说说自己在国庆期间去过那个地方，
做过什么有趣的事?

二、结合有关国庆的视频画面，拓展幼儿对国庆节的了解。

师：你们知道我国人民怎样庆祝我们国家的生日呢?那就让我
们一起来看看吧!

师：收看国庆阅兵的视频

三、帮助幼儿复习对国庆节的认识。如时间、节日特点等。

四、结束部分

玩《击鼓传球》的游戏。当花在某一个幼儿手幼儿念一首上
时，让儿歌或歌曲。

幼儿年龄小，语言和行动的表达方式不强，且由于自身的已
有知识极度缺乏，只知道“过节了，我们可以玩了”。所以
设计此活动时，根据幼儿的情况，让幼儿通过看、听，



对“国庆节”有初步的认识，并通过幼儿现有的能力，添画
烟花，让他们动手参与到庆祝活动中，从中感到节日的`气氛。

大班安全自我保护教案篇八

1、知道火警电话"119"，报警电话110，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

2、懂得自我保护。

3、巩固认识0-9数字。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1、《自我保护》视频。

2、电话号码字卡(能认识119、110和一些相关标识的衣服以
及警车、消防车)三、活动过程1、拿出10个数字字卡，让小
朋友们拼出火警电话和报警电话。

2、请小朋友们指出消防车和警车。

3、请小朋友们拼出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

4、选择性观看视频a、(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一：在外面走丢
了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走丢了应该怎么办?

b、(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二：陌生人敲门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陌生人敲门应该怎么回答?

c、(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三：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二)提问，
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别人要触摸自己的身体你该怎么回答?

d、(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四：不要随便跟别人走(二)提问，
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别人叫跟他走要去吗?应该怎么回答?

e、(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五：学会大声求救(二)提问，启发
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求救的时候是喊什么?

安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继续探讨和努力，将安
全教育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不断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每位幼儿撑起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