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全法制课教案(实用8篇)
教师在编写大班教案时应注重综合素质教育的培养。在这里，
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四年级课程教案，希望能给大家的教
学工作带来一些启示。

安全法制课教案篇一

活动内容：

?安全过马路》

活动目标：

1、让幼儿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安全知识，知道红灯停，绿灯
行的道理。

2、知道过马路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让幼儿知道不走斑马线
的危险性。

3、让幼儿学会念儿歌，进一步培养幼儿的幼儿的语言表达能
力。

活动准备：

1、图片红绿灯、斑马线

2、儿歌《交通灯》

活动过程：1、手指游戏，稳定幼儿情绪。

“小朋友们伸出小手，跟叔叔一起玩个手指游戏好不好？”

2、谈话，引入主题。



“小朋友们知道怎样过马路吗？过马路时应该注意些什
么？”

（幼儿讨论）

3、出示图片，提高幼儿兴趣。

“我们中三班小朋友太乖了，叔叔让你们看以些图片好不好？
想不想看？小朋友们把小眼睛闭上，叔叔把小图片请出
来，3,2,1，好了，睁开小眼睛。”

“这是什么呀？（红绿灯）小朋友们见过吗？小朋友们跟爸
爸妈妈上街的时候有没有见过？”（幼儿讨论）

4、引导幼儿认识红绿灯

“中三班小朋友真棒，叔叔来告诉小朋友，这个是红绿灯，
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上街时候可以看一看，马路上的十字路
口就有了。”

5、引导幼儿讨论

“我们中三班小朋友那么聪明，那么，你们知道要怎样看红
绿灯吗？”（幼儿讨论）

6、讲解怎样安全过马路

“小朋友说街上车多不多？危不危险？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
知道怎样看红绿灯是不是。那小朋友们要张开小嘴巴跟叔叔
学了好不好。”

“红灯停（出示图片红灯），绿灯行（出示图片绿灯）。”
（反复教幼儿三遍）

7、引导幼儿认识斑马线



“小朋友们看，这又是什么呀？你们有没有见过”（同上，
介绍红绿灯时一样）

“小朋友们张开小嘴巴跟叔叔念，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8、引导幼儿学习儿歌

“今天中三班小朋友表现太棒了，叔叔来你们一首儿歌好不
好？每个小朋友都要张开小嘴巴跟叔叔读了，叔叔来一下，
看哪个小朋友的声音最好听，等一下我们就送小星星给
它。”

9、带幼儿读儿歌（引导幼儿读第一遍，鼓励幼儿读第二遍，
表扬幼儿读得棒，提到幼儿兴趣，读第三遍。）

10、延伸

“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上街时候还要注意些什么呀？”

（做公车时先下后上，上街时要拉好爸爸妈妈的手，不能攀
爬街上的护栏等等）

11、请小朋友跟图片红绿灯说再见，活动结束。

附:

儿歌

交通灯，会说话

黄灯说，请注意

红灯说，快停下

绿灯说，请走吧



牢记他们说的话

按照红黄绿行动

做个文明好娃娃。

手指游戏

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变成大山

两个手指两个手指，变成剪??

三个手指三个手指，变成水母

四个手指四个手指，变成胡须

五个手指五个手指，变成海鸥，飞走了。

安全法制课教案篇二

通过听取专题讲座报告，增强交通安全及知法守法的意识，
吸取血的教训，提高自我防范和保护能力。

学校大操场

本周三下午第二节课连同作业整理课

1．下午第一节下课后，及时在教室集中，班主任讲清有关要
求，组织带队前往。

2．按升旗仪式程序要求进行集会，到指定位置列队席地就坐。

3．由法制副校长代表作交通安全知识讲座。（约25分钟）

4．由派出所代表作法制知识讲座。（约45分钟）



5．由学校代表总结讲话。（约10分钟）

6．班主任利用其他时间总结布置，要求学生上缴学习体会一
份，由语文老师选出每班13份优秀者上缴备课组长参加学校
评比。

幕村小学交通安全暨法制教育讲座（会场主标题）

1.由于内容较多、时间较紧，请班主任在组织上要求及时到
位，其他人员认真配合。

2.要求全体教职工按时到指定位置就坐，认真听讲。

安全法制课教案篇三

1、让幼儿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安全知识，知道红灯停，绿灯
行的道理。

2、知道过马路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让幼儿知道不走斑马线
的危险性。

3、让幼儿学会念儿歌，进一步培养幼儿的幼儿的'语言表达
能力。

1、图片红绿灯、斑马线

2、儿歌《交通灯》

1、手指游戏，稳定幼儿情绪。

“小朋友们伸出小手，跟叔叔一起玩个手指游戏好不好？”

2、谈话，引入主题。

“小朋友们知道怎样过马路吗？过马路时应该注意些什



么？”

（幼儿讨论）

3、出示图片，提高幼儿兴趣。

“我们中三班小朋友太乖了，叔叔让你们看以些图片好不好？
想不想看？小朋友们把小眼睛闭上，叔叔把小图片请出
来，3,2,1，好了，睁开小眼睛。”

“这是什么呀？（红绿灯）小朋友们见过吗？小朋友们跟爸
爸妈妈上街的时候有没有见过？”（幼儿讨论）

4、引导幼儿认识红绿灯

“中三班小朋友真棒，叔叔来告诉小朋友，这个是红绿灯，
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上街时候可以看一看，马路上的十字路
口就有了。”

5、引导幼儿讨论

“我们中三班小朋友那么聪明，那么，你们知道要怎样看红
绿灯吗？”（幼儿讨论）

6、讲解怎样安全过马路

“小朋友说街上车多不多？危不危险？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
知道怎样看红绿灯是不是。那小朋友们要张开小嘴巴跟叔叔
学了好不好。”

“红灯停（出示图片红灯），绿灯行（出示图片绿灯）。”
（反复教幼儿三遍）

7、引导幼儿认识斑马线



“小朋友们看，这又是什么呀？你们有没有见过”（同上，
介绍红绿灯时一样）

“小朋友们张开小嘴巴跟叔叔念，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8、引导幼儿学习儿歌

“今天中三班小朋友表现太棒了，叔叔来你们一首儿歌好不
好？每个小朋友都要张开小嘴巴跟叔叔读了，叔叔来一下，
看哪个小朋友的声音最好听，等一下我们就送小星星给
它。”

9、带幼儿读儿歌（引导幼儿读第一遍，鼓励幼儿读第二遍，
表扬幼儿读得棒，提到幼儿兴趣，读第三遍。）

10、延伸

“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上街时候还要注意些什么呀？”

（做公车时先下后上，上街时要拉好爸爸妈妈的手，不能攀
爬街上的护栏等等）

11、请小朋友跟图片红绿灯说再见，活动结束。

文档为doc格式

安全法制课教案篇四

据有关报道，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代以来，我国青少年违法
犯罪呈现出低龄化趋势，暴力犯罪突出，团体犯罪严重，各
种社会团体因素对当前中学生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如：吸
烟、逃学、寻衅滋事、群伙殴斗，甚至抢劫、盗窃等一系列
行为。



让学生更了解法律，并知道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使学生在遇
到某些情况下（如：被打劫、勒索等）懂得如何运用法律去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阐述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1）犯罪呈低龄化趋势

（2）社会闲散青少年犯罪突出

（3）在校学生作案逐年递增

（4）犯罪的类型复杂

3、学生讨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

4、总结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

（1）社会的因素

（2）家庭的因素

（3）学生的心理因素

5、知识竞赛

（1）案例分析

（2）自问自答

学生自己出一些案例，然后让其他组抢答。

6、相互交流

学生与主持人对某一案例，一起讨论，各抒己见。



7、布置作业

本周大家就本节班会课写一篇周记，谈谈自己应如何做一个
知法守法的青少年。

安全法制课教案篇五

活动目的：

1、通过这次班会活动，使学生了解各种法律法规，知道运用
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同时教育学生懂得什么是
犯罪，什么是违法。

2、养成自觉遵守和维护法律，增强青少年同违法犯罪行为进
行斗争的意识，培养他们运用法律的能力。

活动过程：

一、班主任讲话：

同学们，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生活在一天天的`
发生着改变，我们身边也随之出现了行行色色的不同群体或
个人，并且他们的行为有时会侵犯到我们的权利，如果我们
不懂法我们也可能侵犯到他们的权利，为了增强我们的法律
意识，培养遵纪守法的能力，为此我们准备了这次以《法律
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主题班会，在这次班会上，我们将通过
各种形式来了解掌握法律法规常识，从而使我们自觉遵守法
律法规。

二、知法懂法：

首先，我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法律知识竟答，法律知识竟答
分抽签必答和小组抢答两部分，必答题20分;抢答题答对10分，
答错扣10分，最后看哪个小队得分最多就是优胜小队。法制



教育主题班会教案1、必答题(一组一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布和生效的时间?

(2)制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目的是什么?

(3)对未成年人教育的范围是什么?

(4)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那些原则?

2、、抢答题：

(1)什么是未成年人?

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必
须使适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使之辍学。

(2)《未法》对父母不履行法定职责作了那些规定?

对不履行职责或侵权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经教育不改的，
撤消监护人资格，另行确定监护人。

(3)《未法》对未成年人招用有那些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组织及个人非
法招用的，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公布和实行的时间?

1955.3.18通过公布.1995年9月1日实行。

(5).《教育法》共有多少条多少章?

教育法共有十章、84条



(6).义条教育法是何时分布和施行的?

1986.4.12通过并公布、自1986、7、1起施行。

3、、法治小品

第一小组：表达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

打比拼第二小组：在商场发生的事情(搜身是否违法)

第三小组：见义勇为需要大家参与。(见义勇为者被刺围观者
未一人支援)

第四小组：强行借物(钱)

(以上每个小品表达完之后都由组长向其他三组提出至少一个
问题，小组讨论后抢答得分10分、答错不扣分)。

4、老师：同学们，刚才同学们表达的特别精彩!课前老师让
我们和社会上进行实践，你发现没发发现身边的违法行为，
如果有请同学们说一说，大家议一议。

生1，有的同学向我借钱，我不借地就找人打我。

生2，我的朋友被打了，其他人帮他打仗，不带就不够意思，

生3，放学生有人跟踪我，怎么办?

生4，我看到有人偷别人材，我不知如何是好?

……

主持人：护意识，法律常识记心窝，下面请同学们起立，我
们共同满怀信心地唱一首歌



6、齐唱《让我们荡起双浆》

三、活动总结：

同学们，通过这次班会，同学们进一步认识了法律法规的意
义，愿同学们从小树立法律意识，让法律永远与你相随，让
幸福快乐永远与你相伴!

安全法制课教案篇六

活动目的： 让学生认识到任何形式的欺凌行为都是不可接受
的，因为欺凌对「受伤者」造成伤害外，对「欺凌者」和
「旁观者」同样造成伤害。「欺凌者」长期欺负别人，会很
自我中心，对同学缺少同理心等等，而「旁观者」会因为帮
不到受害者而感到内疚，不安等等。同时间也会影响到学校
的整体纪律和风气。所以，欺凌是学校须正视并加以制止及
预防的问题。但同学和家长的合作也很重要的。

活动准备：

1、每人准备说一件有关校园欺凌的事情。

2、播放几则校园欺凌记实录像片。

3、由电脑高手制作smart课件。

4、准备一句反欺凌口号。

活动过程：

1、开场白。

校园欺凌是指同学间欺负弱小的行为，校园欺凌多发生在中
小学，由于很多国家实行多是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制度，受害



者会长期受到欺凌。欺凌过程，蕴藏著一个复杂的互动状态，
欺负同学会对同学构成心理问题，影响健康，甚至影响人格
发展。

2、下面请每个同学都来说一说你对校园欺凌最深的一件事情。
（略）

3、大家说了很多欺凌事件，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真实的校园
欺凌事件。（播放校园欺凌记实片）

4、看了这部记实片，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同学意见略）

5、我们将怎样用实际行动来反欺凌？，请大家说说想法。

6、请胡悦悦同学带领大家读口号。

7、活动结束，请班主任老师讲话。

班会效果：

鼓励学校对校园欺凌采取全校范围的干预措施，如制定课堂
规则，对学生行为进行限制，组建教师职业发展小组，与学
生开展有关同辈关系与行为的班会活动，为欺凌者、受害者
及其家长提供心理咨询等。挪威于2002年通过了一个宣言，
号召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家长和教师团体加入到尽快根除校
园欺凌现象的行动中。

安全法制课教案篇七

当前暴力犯罪突出，团体犯罪严重，各种社会团体因素对当
前中小学生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本节课对青少年进行法制
教育，增强学生法制观念。

加强法制教育宣传，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学生养成



学法、懂法、依法办事的好习惯，有效地树立和维护学校良
好的学风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

通过案例分析和学生参与讨论事例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

1、引言：

2、阐述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1）犯罪呈低龄化趋势

（2）社会闲散青少年犯罪突出

（3）在校学生作案逐年递增

（4）犯罪的类型复杂

3、学生讨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

4、总结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

（1）社会的因素

（2）家庭的因素

（3）学生的心理因素

5、相互交流

学生与主持人对某一案例，一起讨论，各抒己见。

6、布置作业

本周大家就本节班会课写一篇周记，谈谈自己应如何做一个
知法守法的青少年。



安全法制课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1、知道犯罪的构成和什么叫犯罪；

2、知道犯罪的两种形式；

3、通过学习使学生知法、懂法、守法。

教学重点：理解掌握犯罪的条件

教学难点：理解两种犯罪形式中的第二种形式：不作为。

教学过程：

1、安静的课堂、井然有序的校园，由什么作为保证呢？

3、我校门口的马路上，有横过马路的斑马线，学生为什么要
走他呢？

过渡：学校的规章制度，保证了学校的井然的秩序；国家的
法律法规，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法律的作用这么大，我们要
多学习一些法律，学法才能知法，懂法，才能很好的遵守法
律。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我国宪法中的刑法。

（一）、犯罪的构成

指行为人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
要件的总和，一个行为构成犯罪，必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犯罪客体



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

2、犯罪的客观方面

指犯罪行为的客观外在表现

犯罪行为包括两种基本形式：

（1）作为：用积极行动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

（2）不作为：负有某种特定义务，并且具有履行这种义务的
能力，而有意识的不实施该种行为，从而造成危害社会的结
果。

例如：不作为，就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法律
义务，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为。不作为违反的是刑法
的命令性规范，即当为而不为。比如，负有扶养义务的行为
人对不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而情节恶劣的，就
是一种典型的不作为。从犯罪构成的角度看，我国刑法中的
由不作为的行为形式实现的犯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刑法明
文规定只能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在刑法上被称为纯正（真
正）不作为犯，如遗弃罪等；一种是既可以由作为实现，也
可以由不作为实现的犯罪，在刑法上被称为不纯正（真正）
不作为犯，如故意杀人罪、决水罪等。

3、犯罪主体

实施犯罪行为，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