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预防溺水教学反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预防溺水教学反思篇一

《防溺水安全教育》是我给初三（2）学生上的一节有关安全
教育的主题班会课，《防溺水安全教育》这个话题作为主题
班会课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在夏天，安康这个地方比较热，
没有多少正规的游泳馆，又有一条汉江穿城而过，还有不计
其数的支流河流，遍布在各个乡镇，在为安康带来舒适的自
然环境的同时也留下了太多的安全隐患。每年溺水死亡的案
例特别多，因此，在溺水高发的夏季马上来临之际，选这个
主题，教会学生对于溺水的防治，提高自救自护能力就显得
尤为必要了。

本节课我采用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和教师的讲解相结合的方
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我把本次教学的目标定为以下三点：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防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
强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防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3、学习游泳时遇到危险情况时如何自救并知道如何选择正确
的方法救护他人。

教学重点是提高安全意识，学习防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

教学难点是学习游泳时遇到危险情况时如何自救并知道如何



选择正确的方法救护他人。

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我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首先由近
期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的溺水案例谈起，直接抓住学生的注
意力，使学生首先意识到溺水问题不但非常的严重，而且离
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如此的近，并不是和自己无关的问题。接
着提出游泳中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学生分组讨论以后，教师进
行总结。得到游泳要严格遵守“四不”：未经家长、老师同
意不去；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深水的地方不去；
野外的水库、池塘不去。接着举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溺水
而导致死亡的事故，然后组织学生共同分析发生溺水事故的
原因，教师做总结得出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
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度；在水中抽筋或突发病尤其心脏病
等；盲目游入深水漩涡；到野外游泳被水底的水草或杂物缠
住手脚；盲目施救同伴等。接着教育学生如何预防溺水，教
会学生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救，直到最后和学生一起观看
由中国教育部联合湖南卫视制作的《中小学安全教育专题节
目》之《防溺水安全教育》视频。至此整节课的主题得到升
华。

视频和动画图片的使用调动了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既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增加了课堂容量，提高了教学效
果。学生更清楚的知道了：怎样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怎样
正确的对溺水人员作出正确的救护，甚至了解了近期不同地
方学生发明的防溺水器具。至此，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得到
解决和凸显。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绝对会自发的去注意，去
防治溺水问题，不但能做到自救自护，而且一定在遇到有溺
水事件发生时会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处理，从而救治其他人。

由此看来，我认为本节班会课是有效的，是一节成功的主题
班会课。

本节课的成功之处：



1、安排学生分成学习小组，让所有学生先通过小组内合作交
流，再在全班范围展示总结，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2、将传统讲授、小组合作学习和多媒体技术运用相结合，调
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提高课
堂教学和学习的效率。

本节课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自身教学经验不够丰富，课堂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
意之处：

1、部分内容学生已经说清楚，但我仍然在课堂上做了重复分
析。

2、感觉整节课，自己讲得还是稍多了些，再加上视频的播放
时间较长，没有给学生留情景演练的环节，留下遗憾。

预防溺水教学反思篇二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溺水是游
泳或掉入水坑、水井等常见的意外事故，一般发生溺水的地
点：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海边等场所。夏天
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每年夏天都有溺水身亡事故发生。
在溺水者当中，有不会游泳的，也有一些会游泳、甚至是水
性好的人。在我们国家，意外伤害是0～14岁儿童的首要死因。
平均每年全国有近50000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平均每天
有近150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而失去生命。意外溺水是儿童意外
伤害的首要死因，10个因意外伤害而死亡的0～14岁儿童中，



有近6个是因为溺水身亡的。

同学们：生命高于一切，我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让我们行动起来，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杜绝悲剧的发生。

谢谢大家！

预防溺水教学反思篇三

在现实生活中，天灾人祸时有发生，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
有旦夕祸福。所以，我们要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并加强对
学生的防灾避险教育，当灾难来临时，可以把损失降到最小
程度的。因此，结合季节，在暑假前的教学过程中，我们积
极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提
高安全意识，开展小学生预防溺水安全教育。

在《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安全教育》中，我按照要求开展
教学，效果较好，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溺水事件在电视、新闻、报纸中经常报道，学生对这一
事件比较熟悉，有利于开展教学。

二、运用多媒体出示溺水死亡案例和照片，给学生直观感受，
目的是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三、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抓住教学关键，发挥主体作用，开
展谈话、讨论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既能培养学
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又能体验合作学习的快乐。

四、通过老师提问，学生思考，回答问题，老师给予正确的、
积极的评价和鼓励，即能让老师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
又能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

五、老师是课堂的引导者，对学生难掌握的内容，如救护措



施，经过老师讲解、演示，为学生解决学习难度。同时，通
过学生演示能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

六、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诵读简短易记的儿歌是小学生较
容易接受的学习方式，达到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进一步培
养他们的安全意识。

教学的生命力在于创造，在于引导学生多思多问。整节课的
教学，我自始至终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让学生动手，动
脑，动眼，动嘴，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让学生在
寓教于乐中掌握预防溺水安全防范知识，培养小学生的安全
防范能力，增强安全意识起了一定作用。

每个人只有一次童年，拥有安全的、快乐的童年岁月才能使
以后的人生灿烂可期。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童年是父母与社会
的责任。针对现代社会儿童安全存在方方面面的隐患，从生
活实际入手，建立自我保护意识，让孩子们在充满阳光的道
路上健康、快乐地成长。

预防溺水教学反思篇四

炎炎夏日，游泳戏水成了很多人解暑的灵丹妙药。然而，频
频发生的溺水事件却让很多游泳爱好者望而却步，据了解，
我国平均每年近三万儿童和学生溺水身亡，其中高达70%以上
的溺水事故发生在暑假期间。

这些溺水身亡的孩子是祖国花朵，未来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
是每个家庭的不可缺失之重，失去这些孩子，对父母是锥心
刺骨的痛，对于社会更是无限的惋惜和悲哀。

近5年来，郑州是共发生溺水身亡事件近百起，溺水者90%以
上难以生还。郑东新区如意湖、昆丽河、如意河等区域是近
年溺水事件的高发区，先后有20余人游泳丧生。



一到夏天，整个教育局最为担心的就是学生的安全，特别是
关于水的安全。每一次看到新闻上有学生溺水身亡，就会感
到无比的惋惜。安全教育应该从小教育。特别是小学生的孩
子，自我保护能力差。更是需要及时预防。

接近假期，我班特进行了关于防溺水的活动。活动前，我准
备了相关ppt，以直观图片让学生了解。导入活动时，我先用
谈话的方式引导：在夏天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是防溺
水。那应该怎么做。先让学生进行自我讨论，然后回答。接
下来展示ppt，让学生看图片，理解图片内容，应该去哪些地
方玩水，游泳的时候应怎么做，图片上展示的一清二楚。形
象的卡通画也容易让学生理解。简易的图画，简易的语言可
以让学生更加方便理解，加深印象。

其实在平日晨谈中，也常与学生探讨关于防溺水的知识。平
时家长忙于工作，疏于照顾。因此教师的教育工作就显得重
中之重。在这次活动中，我把以前的知识进行整理，让学生
更直观的观察图片内容，便于理解。

小学生的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比较强。预防后付诸行动，祝
愿有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预防溺水教学反思篇五

《防溺水安全教育》是我给初三(2)学生上的一节有关安全教
育的主题班会课，《防溺水安全教育》这个话题作为主题班
会课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在夏天，安康这个地方比较热，
没有多少正规的游泳馆，又有一条汉江穿城而过，还有不计
其数的支流河流，遍布在各个乡镇，在为安康带来舒适的自
然环境的同时也留下了太多的安全隐患。每年溺水死亡的案
例特别多，因此，在溺水高发的夏季马上来临之际，选这个
主题，教会学生对于溺水的防治，提高自救自护能力就显得
尤为必要了。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防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
强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防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3、学习游泳时遇到危险情况时如何自救并知道如何选择正确
的方法救护他人。

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我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首先由近
期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的溺水案例谈起，直接抓住学生的注
意力，使学生首先意识到溺水问题不但非常的严重，而且离
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如此的近，并不是和自己无关的问题。接
着提出游泳中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学生分组讨论以后，教师进
行总结。得到游泳要严格遵守“四不”：未经家长、老师同
意不去;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深水的地方不去;野外
的水库、池塘不去。

接着举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溺水而导致死亡的事故，然后
组织学生共同分析发生溺水事故的原因，教师做总结得出溺
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劳过
度;在水中抽筋或突发病尤其心脏病等;盲目游入深水漩涡;到
野外游泳被水底的水草或杂物缠住手脚;盲目施救同伴等。接
着教育学生如何预防溺水，教会学生遇到他人溺水时如何施
救，直到最后和学生一起观看由中国教育部联合湖南卫视制
作的《中小学安全教育专题节目》之《防溺水安全教育》视
频。至此整节课的主题得到升华。

视频和动画图片的使用调动了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既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增加了课堂容量，提高了教学效果。
学生更清楚的知道了：怎样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怎样正确
的对溺水人员作出正确的救护，甚至了解了近期不同地方学
生发明的防溺水器具。至此，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得到解决
和凸显。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绝对会自发的去注意，去防治
溺水问题，不但能做到自救自护，而且一定在遇到有溺水事



件发生时会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处理，从而救治其他人。

由此看来，我认为本节班会课是有效的，是一节成功的主题
班会课。

1、安排学生分成学习小组，让所有学生先通过小组内合作交
流，再在全班范围展示总结，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2、将传统讲授、小组合作学习和多媒体技术运用相结合，调
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提高课
堂教学和学习的效率。

由于自身教学经验不够丰富，课堂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
意之处：

1、部分内容学生已经说清楚，但我仍然在课堂上做了重复分
析。

2、感觉整节课，自己讲得还是稍多了些，再加上视频的播放
时间较长，没有给学生留情景演练的环节，留下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