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活动反思(精选8篇)
教案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反思和改进教学的重要参考依据。
如果你正在准备编写初二教案，不妨参考一下以下范文，或
许能给你一些帮助。

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活动反思篇一

1、让幼儿了解下雨打雷的危险性。

2、让幼儿学会避雷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西游记里师徒四人的“头饰”。

打雷的儿歌。

一、活动导入：

首先老师播放西游记的音乐，然后引出孙悟空，猪八戒和沙
和尚，还有唐僧，老师模仿猪八戒的声音说：师傅，您瞧咱
们走的这么远的路了，一滴水都没有，这天气越来越热了，
可怎么办啊，热死我了，渴死我了，我不走了，唐僧说：悟
空，你看这?悟空说：师傅您别着急，老孙去去就来，于是孙
悟空一个筋斗云就翻上了天空，对着雷公，电母和雨神就说：
快快打雷，快快下闪电，快快下雨，一会儿：天空中乌云密
布，电闪雷鸣，下起了雨，这会看见下雨了唐僧和沙和尚赶
紧找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小房子躲了进去，关上门窗，但是这
会猪八戒比较兴奋，看见下雨了，在雨中又蹦又跳，一会爬
到树上，一会儿爬到电线杆上，正当这时，一个雷劈了下来，
猪八戒感觉浑身发麻，脑袋仅有的几根毛发也竖了起来，这
会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了下来，找来一根木棒，将猪八戒从
电线杆上打了下来，猪八戒半晕半醒，孙悟空给他做了心脏
按压，没几分钟，猪八戒醒了过来，这会天气也变晴朗了，
师傅和沙和尚也走了过来，安慰和教导了猪八戒，最后大家



又一起踏上了去西天取经的道路。

二、教师提问：故事中都有谁?他们在取经的路上发生什么
了?

当遇到雷电时唐僧和沙和尚是怎么做的?

当猪八戒被雷击的时候，孙悟空是怎么做的?

三、活动操练：老师布置场景，播放打雷的声音，然后看看
小朋友是怎么防雷的，假如有人被雷击了，小朋友又是怎么
做的。

四、活动总结：让幼儿回家跟家长分享防雷的知识。

幼儿学会避雷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活动反思篇二

1、知道雷电形成的原理过程，明确雷雨天气的危害，树立防
雷电的安全意识。

2、通过调查和收集资料，了解好掌握预防雷击的方法好技能。

3、初步掌握遭遇雷击之后的紧急治疗方法和应急措施。

引言部分指出了雷电的危害，同时揭示了本课要了解的内容
和重点的教学任务。主体部分共设不友好的来访者和避开雷
电防雷击两个主题。

雷电形成的原理过程，明确雷雨天气的危害，树立防雷电的
安全意识。

遭遇雷击之后的紧急治疗方法和应急措施。



一、认识雷电

1、教师为学生播放一段雷雨季节电闪雷鸣的视频资料，提问：
‘这是什么现象？经历过这种天气吗？当时有什么感受？”

2、学生根据生活体验交流对雷电的认识。

3、教师引导：“雷电是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在我们生活
中就经常会遇到雷雨天气。你知道雷电是怎样形成的吗？”

4、学生先就自己了解的相关知识介绍，然后教师结合教材介
绍进行补充。可以利用电发生器等科学试验器材为学生演示
一下雷电产生的原理。

二、正确认识雷电的危害

2、学生根据自己的认识交流雷电的危害。

3、教师小结：“云层能积聚大量正电荷，而地球是导体，本
身积聚负电荷，从而使得云层与云层之间、云层与地面之间
形成很高的电势差，几百万伏到几亿伏，因而产生的电流就
十分强大，达到几万安至十几万安，形成高热和强光，会造
成巨大破坏，能使人立即死亡。如果通过树木、建筑物，巨
大的热量和空气的振动都会使它们受到严重的破坏。”

4、根据真实案例体会雷电的危害。

（1）了解教材“真实再现”的案例，教师提问：“这样的严
重后果你想到过吗？当我们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你想到会
有这样的危险发生吗？”

（2）学生交流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
谈对雷电灾害的了解和认识。

（3）教师为学生提供更多雷击事件案例，帮助学生更全面、



明确地认识雷电，重视雷电的危害。

三、整理资料

1、教师指导学生将收集的资料和通过学习了解的雷电危害进
行整理。

2、学生交流收获。

四、野外预防雷击

2、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和了解的相关知识进行交流，教师结合
教材相关资料进行补充。

（l）避雷、避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2）使用雨具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3）留意自己的衣着有没有容易导致危险的物品。

（4）避免使用电子产品。

（5）不进行危险活动。

五、家庭防雷电措施

1、教师出示一组居家生活中的防雷电图片，让学生判断其正
确与否，并说明理由教师给予分析和补充。

2、教师启发：“我们在雷雨天气应该注意防雷击，那么在平
时没有出现雷电天气的时候，又该怎样预防雷电呢？”

3、学生交流日常生活中的防雷电措施，教师补充，如安装避
雷针等。



六、雷击后的救护

1、师：“雷电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平时一定要加倍小心。
不过如果有人不幸遭遇雷电伤害，我们千万不要慌张，也不
要犹豫不决耽误救治的时间，学习正确的施救方式可以让我
们及时帮助遭遇雷击的患者摆脱生命危险。”

教师播放对遭遇雷击者的紧急救护视频，并结合视频进行救
护方法的讲解。

2、学生分组进行救护技能的训练。

：幼儿的想像力比以前有所进步，并且对事情的判断能力也
提高了不少。

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活动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认识眼睛的基本构造，知道眼睛的用途。

2、知道要保护眼睛，学习爱护眼睛的正确方法。

活动准备：

眼睛的图片，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1、谜语导入：
上边毛，下边毛，中间有颗黑葡萄，上边门，下边门，关起
门来就睡觉(请小朋友们来说出谜底)

2、带领幼儿观看眼睛的图片，了解眼睛的大概构造及作用。



(1)这是什么?眼睛的上边是什么?中间的黑葡萄就是什么呢?

(2)如果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怎么办?(请大家一起闭上眼
睛来体验看不见东西的感觉)

3、观看教学挂图，了解可能会伤害眼睛的种种错误行为。

4、引导幼儿了解保护眼睛的方法。

教师提问讨论：眼睛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但我们要怎么样
才可以好好保护它呢?(幼儿自由讨论，教师再请个别幼儿代
表发言)

教师小结：在平时生活中，看书看电视、玩电脑的时间都不
可以过长，学会做眼保健操。

活动反思：

大部分孩子都已了解眼睛对我们的重要性，知道平时要保护
好它。在今后还会和家长朋友做好家园共育，随时提醒幼儿
用眼时间，养成用眼卫生的好习惯。

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活动反思篇四

1.引导幼儿了解阳台的主要功能。

2.了解在阳台上的安全知识，知道不爬阳台，不往阳台外扔
东西等。

3.使幼儿初步建立自我保护意识。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1.录像机，录像带，电话机。

2.幼儿操作卡片。

活动过程

1.幼儿根据已有经验谈谈阳台的主要功能。

"小朋友家里是不是都有阳台?你们都在阳台上做些什么?"

小结：阳台是一个伸向屋外的平台，它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空
气和阳光。有的人家在阳台上晒衣服，养花，养鱼，有的人
在阳台上活动身体，锻炼。夏天，还可在阳台上乘凉。大家
都需要它。

2.观看录像，讨论在阳台上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

片段一：小朋友在阳台上看书、折纸。

片段二：小朋友在阳台上锻炼身体。

片段三：一幼儿将头和身体伸向阳台外喊楼下的小朋友。

片段四：一幼儿往阳台外抛东西。

片段五：一幼儿将身体伸向阳台外拿手帕。

片段六：一小朋友在阳台上玩，忽然风将阳台门吹上了，怎
么办?

教师引导幼儿分段观看录像片，每看完一段，建议提问：

这位小朋友的行为哪里对，哪里错，为什么?应该怎样做?



讨论小结：在阳台上取晒在衣架上的东西时，不能将身子探
出护栏，应该用衣钩将衣物钩到可以拿到的地方再取回。否
则，不小心会发生危险。不能往阳台外扔东西，会砸伤他人。
如果遇到阳台上的门被吹上，应向屋里的大人求救，请他们
帮忙。

3.幼儿讨论：在阳台上还有哪些危险的事情不能做?

4.幼儿操作，判断图片上的幼儿安全行为对与错，并说出原
因。

活动建议

1.此活动中的录像内容可根据各幼儿园的实际，绘制成图片
或编排成情境表演。

2.建议家长在家中经常提醒幼儿在阳台上注意安全，及时阻
止危险行为，增强安全意识。

活动区活动

认知区里向儿童提供各类安全行为的图片。如：阳台上的安
全、游戏中的安全、户外活动中的安全，让幼儿辩别对与错，
并说说原因。

教学反思：

作为一名小班的教师，班上的孩子年龄幼小，缺乏保护自己
的能力，老师就要将工作做到最细微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要多学习，积累，调整。我想，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方法，那时，幼儿的安全问题不会再
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

小百科：阳台：是建筑物室内的延伸，是居住者呼吸新鲜空



气、晾晒衣物、摆放盆栽的场所，其设计需要兼顾实用与美
观的原则。阳台一般有悬挑式、嵌入式、转角式三类。阳台
不仅可以使居住者接受光照、吸收新鲜空气、进行户外锻炼、
观赏、纳凉、晾晒衣物，如果布置得好，还可以变成宜人的
小花园，使人足不出户也能欣赏到大自然中最可爱的色彩，
呼吸到清新且带着花香的空气。

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活动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懂得预防溺水的`相关知识。

2、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件发生。

活动准备：

自制课件

活动过程：

一、导入

二、了解令人心痛的溺水事件？

讨论：你从中体会到什么？

三、看相关图片，体会失去孩子后父母的悲痛

讨论：你看到什么？想到什么？

四、学习《中国儿童意外溺水调查报告》

五、教育幼儿如何预防溺水



1、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摸底和不知水情或比
较危险且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去游泳。选择好的游泳
场所，对场所的环境（如该水库、浴场是否卫生，水下是否
平坦，有无暗礁、暗流、杂草，水域的深浅等情况）要了解
清楚。

2、必须要有组织并在老师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领下去游泳。
以便互相照顾。如果集体组织外出游泳，下水前后都要清点
人数、并指定救生员做安全保护。

3、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平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
参加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要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先活
动活动身体，如水温太低应先在浅水处用水淋洗身体，待适
应水温后再下水游泳；镶有假牙的同学，应将假牙取下，以
防呛水时假牙落入食管或气管。

4、对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下水后不能逞能，不要贸然
跳水和潜泳，更不能互相打闹，以免喝水和溺水。不要在急
流和漩涡处游泳。

5、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如眩晕、恶心、心慌、
气短等，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救。

六、教育幼儿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

教学反思：

教学主要是通过教师课件演示、学生讨论、角色扮演来完成，
使学生认识到了在河道、水渠、池塘、水井、水池、水库中
嬉水落水的危险；知道了在路上的井盖以及开放性水域无明
显警告标志和隔离栏的地方危险性大；不会游泳，游泳时间
过长，疲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
水漩涡很容易造成溺水事故。让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溺水自救
与预防知识，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但是，安全教育不是一二



节课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将安全工
作细致化、常态化。生命安全，警钟长鸣！

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活动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能说出交通标志的外形特征和含义

2、尝试制作活动室的安全标志

活动准备：

交通标志图片、画笔、记录表《要小心的物品》

活动过程：

1、我认识的交通标志。

出示交通标志，请幼儿说一说交通标志的外形(圆形、三角形、
长方形)及其含义。

归纳这些交通标志的规律：外形简单，颜色有红、黄、蓝、
白四种颜色。

颜色和外形：红色的圆形表示禁止;黄色的三角形表示警告;
蓝色的长方形表示指示。

2、观察活动室环境，寻找安全隐患。

想一想：活动室里有哪些东西可能会造成危险?(幼儿边说教
师边记录幼儿说出的危险物品)

分组到活动室的各区域、各角落找一找你，看看有哪些东西
会造成危险，并记录在《要小心的物品》统计表中。



3、展示幼儿的记录表，并分享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才不会造成
伤害，如：

正确使用剪刀、订书机。

豆子、卫生纸等不能塞进鼻子和耳朵里，也不能吞到肚子里。

玩具和钱币等不能放进嘴巴里。

不拿剪刀、筷子等尖利和细长的东西奔跑，以免戳到自己和
别人。

线和绳子不能缠到脖子上玩。

不能乱丢东西，以免不小心踩到而滑倒。

洗手时要注意尽量不要把水弄到地上，以免滑倒。

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活动反思篇七

一、音乐活动导入。

师：有一群乡下老鼠要到城里去，我们出发去看看吧。

教师播放背景音乐——《乡下老鼠》带领幼儿进入活动室。

师：乡下老鼠来到城里，发现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们认识
这些符号吗？让我们来长长本事，学习一下城里的交通标志
吧。

二、红绿灯图片展示。

师：请小朋友们看一看，这是个什么标志？

幼：红绿灯



师：请小朋友来告诉老师，红灯代表什么意思？绿灯代表什
么意思？

幼：......

总结：红绿灯是生活中重要的信号标志，告诉我们红灯停，
绿灯行。

三、多媒体视频展示。

师：通过这个视频，你观察到了哪些交通标志？这些标志代
表了什么意思？

总结：生活中有很多标志，告诉我们这里禁止干什么，可以
干什么。是生活中的导向标。

四、认识一些禁止标志。

1.教师出示小黑板——一些禁止标志。

师：这些标志都有什么共同点？幼：

教师讲解每一幅图代表什么意思，带领幼儿认识这些交通标
志。

2.出示斑马线。

告诉幼儿斑马线的作用。并认读儿歌。

五、游戏：文明小司机

师：我们今天学习了这么多交通标志，我们来做一个游
戏——文明小司机。老师手拿红绿灯，请小朋友们仔细观察
我拿的是什么灯？按信号行驶奥。评一评比一比看看谁是文
明小司机。（背景音乐——《汽车开来了》）



六、结束部分。

教师带领幼儿随音乐开汽车离开活动室。

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活动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知道自己长大了，应该学会独自一人睡觉。

2、能够大方地在集体面前发言，表述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人手一本。红色笔人手一支。红花若干。

活动过程：

一、教师讲述故事〈〈乖乖睡觉〉〉。

二、提出问题，引导幼儿讨论。

1、乖乖原来是怎样睡觉的？她这样哭闹对吗？为什么？

2、小结：幼儿长大了，应该自己睡觉，只有胆小、不懂事的
孩子才会要妈妈陪，这样会影响妈妈做事，和大人睡觉，空
气不好。

3、熊宝宝是怎样睡觉的'？这样好吗？为什么？

4、后来，乖乖怎样对熊妈妈说的？

5、通过提问要让幼儿知道向熊宝宝学习，要独自一人睡觉。

三、通过讨论，让幼儿明白独自睡觉的好处。



1、你在家里独自一人睡觉吗？你独自一人睡觉感觉好吗？你
喜欢一人睡觉吗？为什么？

2、讨论：一个人睡觉好，还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觉好？

四、阅读幼儿用书〈〈我会自己睡觉〉〉。

1、说说图上的小朋友是怎样睡觉的？为什么？

2、请给会一个人睡觉的小朋友送上一朵红花。

五、评红花活动。

给独自睡觉的幼儿发红花给予表扬。鼓励其他幼儿回家学习
一个人睡觉。做个懂事、勇敢的好孩子。

教学反思：

孩子们对于这个活动的兴趣是很充足的，孩子们能够从头到
尾都跟着老师的思路来走，感受对于黑夜的害怕，体验从害
怕到不害怕的情感迁移。当然，这只是大多数孩子一个思想
上的转变，对于个别孩子的真正的不害怕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因此，我认为，在平常就可以多多跟孩子交涉此类问题，让
孩子知道我已经长大了，可以一个人睡觉不害怕了，成为勇
敢的孩子了。只有这样，孩子的进步才能够直接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