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安全教育教案水好玩也很危险及反
思 幼儿园大班安全教育教案危险的工

地(精选8篇)
高中教案是教师备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是一些经过实
践检验的二年级教案，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大班安全教育教案水好玩也很危险及反思篇一

1、知道施工场所有许多建筑材料、大型机器，很危险，不能
随便进入。

2、了解更多的关于工地的知识，知道安全帽、安全网的用途。

3、扩展知识面，增强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幼儿人手一本图书，录像带。

(1)建筑工地有什么?

(2)认识各种建筑工地上的安全标记和高大的施工机械，如：
搅拌机、大吊车等。

(1)为什么叔叔们的头上都戴着安全帽呢?

(4)房子外面的架子是怎么搭上去的?

(5)工地上有许多的.沙子，我们小朋友可以到工地上玩吗?为
什么?

(1)这是什么地方?



(2)小朋友在工地上做什么?

(3)这样做对吗?(请幼儿说说为什么)教师小结：今天我们知
道了许多关于建筑的事情，我们小朋友很爱动脑筋会提问题，
但我们要记住工地是危险的，小朋友不能随便到工地上玩。

大班安全教育教案水好玩也很危险及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电的用途及安全使用电器的粗浅知识。

2、增强安全用电意识，懂得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家园配合：

请家长协助对孩子进行安全用电教育，教孩子正确使用各种
电器。

活动准备：

插头、插座、电线一段、“有电”标志图片

活动过程：

一、引导幼儿观察周围的事物，引起谈话兴趣并讨论电的用
途。

1、讨论：灯为什么会亮？录音机为什么会响？（引导幼儿知
道是因为有电的缘故）

2、师：还有哪些东西需要电？有了电它们可以怎么样？

3、讨论：如果没有电，我们会怎么样？



二、引导幼儿初步认识电线的构造及安全使用电线的粗浅知
识。

1、师：电是从哪来的？

2、出示电线，问：是什么？有什么用处？（传导电）引导幼
儿观察、了解电线的`结构及如何正确使用。

三、认识插头、插座，并知道安全使用它们的粗浅知识。

四、教师介绍一些不安全用电出危险的事例，让幼儿懂得安
全用电的重要性。

五、找一找、贴一贴师生一起找一找活动室内外哪里有电？
如何避免危险？在有电的地方贴上“有电”的图片提醒。

大班安全教育教案水好玩也很危险及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能从矮墙、高台、陡坡等过高的地方向下跳。

2、学习向下跳的正确方法，加强自我保护。

【活动准备】

多媒体教学资源

（1）《受伤的栋洞》案例录音

（2）《这些提防能跳吗》图片

（3）《往下跳的动作要领》图片或视频

【活动过程】



小结：超过自己腰部的高度就很危险了，不能随便从矮墙，
高台等地方往下跳。

2、引导幼儿设计禁止跳下的标志，完成书上第28页的'操作
小朋友，从这些地方跳下来太危险了，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我们从这里设计一个禁止跳下的标志吧。

出示禁止跳下的标志，请幼儿观察，讨论怎样设计禁止跳下
标志。引导幼儿发现在红色圆圈中画出跳下的动作后，加
上“”或“×”

播放教学资源往下跳的基本动作要领，或看书第29页，幼儿
练习。

小结：从较高的地方跳下来，首先要向上起跳，用前脚掌先
着地，同时屈膝半蹲，轻轻落地。这样才能起到保护自己的
作用，避免受伤。

附案例：

有一天，6岁的小男孩栋栋和小伙伴一起在楼下公园玩，其中
一个孩子提议从一堵一米半高的花墙上跳下来。一群孩子爬
上去，喊着“一二三”一起从墙上跳下来。栋栋落地
时，“哎呦”一声歪倒在地，站不起来了。原来，地面较硬，
落地姿势不正确，他的小腿骨折了。

大班安全教育教案水好玩也很危险及反思篇四

设计意图：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幼儿年龄小、安全意识薄弱、安全防护
能力差，所以，安全问题是时时存在，危险处处可能发生，
这足以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教师的重视。正如《纲
要》中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



康放在工作首位”。而“受人于鱼不如授之于渔”，时时防
护幼儿的安全顾然重要，而教给他们如何进行自我保护更是
重中之重而且，漫长的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许多家长无暇
照管幼儿，会让幼儿单独在家，不安全因素时时存在，教给
幼儿如何进行自我保护是幼儿园教师势在必行、责无旁代的
任务。于是，在本学期我就设计了安全教育活动《遇到危险
怎么办》，主要目的是让幼儿知道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增强
自护意识，掌握必要的、正确的自护常识，有效的进行自我
保护，让每个幼儿都能平安、健步康、快乐的成长。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让幼儿知道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增强自护意识。

2、教会幼儿一些必要的自护方法，并能进行必要的自我保护。

3、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等综合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活动重难点：

1、活动重点：通过活动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2、活动难点：使幼儿掌握一些自护方法进行自我保护。

活动准备：

1、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图片、影碟片等相关资料；

2、影碟机；

3、奖品；



活动过程：

（一）教师以“生活中的危险真不少”引入课题，，吸引幼
儿的注意力，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二）组织幼儿观看四个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前半段：

1、小孩独自在家时，突然发现小偷进屋偷东西；

2、小孩独自在家时，有陌生人敲门；

3、小孩独自在家时，家里突然着火了；

4、小孩独自在家时，突然发生了食物中毒、受伤、生病的事
件；

（三）组织幼儿自由讨论：遇到上述的四种危险时，怎么办？

（四）师生谈话活动，教师引导幼儿想出各种正确有效的办
法。

（五）组织幼儿观看四个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后半段：

1、发现有小偷时，可悄悄的溜出门去报警或找邻居帮忙等；

2、有陌生人敲门时，不可随便打开门，可打电话告诉大人等；

3、家里着火了，先打开门逃生再求助，无法逃生时要先打电
话告诉大人、打电话报警等；

4、发生食物中毒等事件时赶紧打电话告诉大人等；

（六）师生共同小结影蝶片中传授的办法和小朋友及教师想
到的办法，教师要一边小结一边出示相应的图片或资料强化
幼儿的记忆。



（七）活动小结：

1、教师再列举一些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并介绍其应变与
防护的办法；

（八）活动延伸：

激励幼儿在平日生活中多注意观察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危
险，在自主寻求自护办法后，与大人共同商讨自护的办法。

活动反思：

活动能围绕幼儿们需要的、感兴趣的、急于想知道或解决的，
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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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幼儿能充份调动所有的智慧去滩索、去发现，并有
效的去建构新的认知结构。且活动取材于生活并运用于生活，
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与实用性。

整个活动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说教上，而是帮幼儿设计情景，
进行角色换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即授之于渔，使幼儿
能真切的体察真情实境，有效的.提高自护意识。

在活动中教师能给予幼儿充足的、自由的探索的时间和空间，
并创设有利于并能推进活动开展的教育氛围。从活动的效果
来看，活动完成了预期的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
预期的成效，是一次成功的安全教育活动。

大班安全教育教案水好玩也很危险及反思篇五

1.认识几种安全标志，并了解其代表的意义。

2.掌握一些简单的消防逃生安全知识。

3.体验参与活动的乐趣。



玩具狗、台历架标志、场景图片、安全标志图片、ppt课件、
场地布置

一、故事导入，情景设疑。

小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幼儿园旁边的胜大超市开业
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二、观察标志，初步感知。

引导小朋友顺着玩具狗的行驶路线，依次认识安全入口、禁
止吸烟、119火警电话、灭火器、收银台、洗手间、垃圾箱等
标志，并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三、火灾逃生，情景体验。

2.请几位小朋友体验一下玩具狗的经历。其他小朋友注意观
察你的好朋友的逃生路线和方法是否合适。

3.教师与小朋友探讨正确的逃生方法。

4.请全体小朋友体验火场逃生。

四、分类辨识、梳理巩固。

1.出示ppt，引导幼儿观察这些标志，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
方。

师小结：标志的颜色和形状里有许多的学问。

2.通过动画视频梳理幼儿经验，初步感知禁止标志、警告标
志、提示标志。

3.归纳提升。师幼一起归纳总结各类标志的共同点和所表达



的意思。

五、经验迁移，应用提升。

1.过渡语：除了这些安全标志，生活中还有许多，需要我们
在以后的日子里去观察、去认识。

3.出示标志图片，请小朋友把标志贴到对应场景的下面。

4.师幼一起评价纠错。

5.讨论标志的重要性。

带领小朋友寻找幼儿园的各种标志。

大班安全教育教案水好玩也很危险及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了解电的用途及安全使用电器的粗浅知识。

2、增强安全用电意识，懂得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家园配合：

请家长协助对孩子进行安全用电教育，教孩子正确使用各种
电器。

活动准备：



插头、插座、电线一段、“有电”标志图片

活动过程：

一、引导幼儿观察周围的事物，引起谈话兴趣并讨论电的用
途。

1、讨论：灯为什么会亮？录音机为什么会响？（引导幼儿知
道是因为有电的`缘故）

2、师：还有哪些东西需要电？有了电它们可以怎么样？

3、讨论：如果没有电，我们会怎么样？

二、引导幼儿初步认识电线的构造及安全使用电线的粗浅知
识。

1、师：电是从哪来的？

2、出示电线，问：是什么？有什么用处？（传导电）引导幼
儿观察、了解电线的结构及如何正确使用。

三、认识插头、插座，并知道安全使用它们的粗浅知识。

四、教师介绍一些不安全用电出危险的事例，让幼儿懂得安
全用电的重要性。

五、找一找、贴一贴师生一起找一找活动室内外哪里有电？
如何避免危险？在有电的地方贴上“有电”的图片提醒。

活动反思：

幼儿期待着暑假的到来，在谈论暑假时做哪些事情时，孩子
们都表现得兴高采烈，很多幼儿都说要去游泳。看来，孩子
们对水的喜爱非常之深。幼儿的安全意识增强了很多，都能



明显区分出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是有关
于平时的安全教育活动开展得比较好。

大班安全教育教案水好玩也很危险及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1.知道不能从矮墙、高台、陡坡等过高的地方向
下跳2.学习向下跳的正确方法，加强自我保护活动准备：1.
多媒体教学资源（1）《受伤的栋洞》案例录音（2）《这些
提防能跳吗》图片（3）《往下跳的动作要领》图片或视频2.
笔活动过程：

小结：超过自己腰部的高度就很危险了，不能随便从矮墙，
高台等地方往下跳。

2.引导幼儿设计禁止跳下的标志，完成书上第28页的操作小
朋友，从这些地方跳下来太危险了，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我们从这里设计一个禁止跳下的标志吧。

播放教学资源往下跳的基本动作要领，或看书第29页，幼儿
练习。

小结：从较高的地方跳下来，首先要向上起跳，用前脚掌先
着地，同时屈膝半蹲，轻轻落地。这样才能起到保护自己的
作用，避免受伤。

附：案例有一天，6岁的小男孩栋栋和小伙伴一起在楼下公园
玩，其中一个孩子提议从一堵一米半高的花墙上跳下来。一
群孩子爬上去，喊着“一二三”一起从墙上跳下来。栋栋落
地时，“哎呦”一声歪倒在地，站不起来了。原来，地面较
硬，落地姿势不正确，他的小腿骨折了。

大班安全教育教案水好玩也很危险及反思篇八



教师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幼儿学生的健康成长。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幼儿园大班安全教案遇到危险怎么办，
欢迎大家参考。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幼儿年龄小、安全意识薄弱、安全防护
能力差，所以，安全问题是时时存在，危险处处可能发生，
这足以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教师的重视。正如《纲
要》中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
康放在工作首位”。而“受人于鱼不如授之于渔”，时时防
护幼儿的安全顾然重要，而教给他们如何进行自我保护更是
重中之重。而且，漫长的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许多家长无
暇照管幼儿，会让幼儿单独在家，不安全因素时时存在，教
给幼儿如何进行自我保护是幼儿园教师势在必行、责无旁代
的任务。于是，在本学期我就设计了安全教育活动《遇到危
险怎么办》，主要目的是让幼儿知道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增
强自护意识，掌握必要的、正确的自护常识，有效的进行自
我保护，让每个幼儿都能平安、健步康、快乐的成长。

1、通过活动让幼儿知道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增强自护意识。

2、教会幼儿一些必要的'自护方法，并能进行必要的自我保
护。

3、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等综合能力。

1、活动重点：通过活动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2、活动难点：使幼儿掌握一些自护方法进行自我保护。

1、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图片、影碟片等相关资料;2、影碟机;3、
奖品;五、活动过程：

(一) 教师以“生活中的危险真不少”引入课题，，吸引幼儿
的注意力，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二) 组织幼儿观看四个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前半段：

(四) 师生谈话活动，教师引导幼儿想出各种正确有效的办法。

(五) 组织幼儿观看四个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后半段：

1、发现有小偷时，可悄悄的溜出门去报警或找邻居帮忙等;2、
有陌生人敲门时，不可随便打开门，可打电话告诉大人等;3、
家里着火了，先打开门逃生再求助，无法逃生时要先打电话
告诉大人、打电话报警等;4、发生食物中毒等事件时赶紧打
电话告诉大人等;(六) 师生共同小结影蝶片中传授的办法和
小朋友及教师想到的办法，教师要一边小结一边出示相应的
图片或资料强化幼儿的记忆。

(七) 活动小结：

1、教师再列举一些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并介绍其应变与
防护的办法;2、教育幼儿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可能发生危险，
只有不去做危险的事，并在面对危险时能够保护自己才能避
免灾难的发生;(八) 活动延伸：

激励幼儿在平日生活中多注意观察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危
险，在自主寻求自护办法后，与大人共同商讨自护的办法。

活动能围绕幼儿们需要的、感兴趣的、急于想知道或解决的，
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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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幼儿能充份调动所有的智慧去滩索、去发现，并有
效的去建构新的认知结构。且活动取材于生活并运用于生活，
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与实用性。

整个活动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说教上，而是帮幼儿设计情景，
进行角色换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即授之于渔，使幼儿
能真切的体察真情实境，有效的提高自护意识。



在活动中教师能给予幼儿充足的、自由的探索的时间和空间，
并创设有利于并能推进活动开展的教育氛围。从活动的效果
来看，活动完成了预期的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
预期的成效，是一次成功的安全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