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安全教案和家人走散时(优
秀7篇)

高三教案的有效实施需要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密切
合作。以下是一些初一教案的范文，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
参考和借鉴，以提高教学效果。

中班安全教案和家人走散时篇一

1、路上多一分安全，生活多一分快乐。

2、安全记在心，平安走天下。

3、道路牵着你我他，安全系着千万家。

4、酒后驾车生命打折。

5、交通安全，人人有则。遵守法规，从我做起。

6、爱妻爱子爱家庭，无视交规等于零。

7、安全是第一，如果不注意安全就会结束生命。

8、一人出车全家念，一人平安全家福。

9、安全是天，安全是地，没有安全，就没有了天和地。

10、处罚违章不留情，看似无情最深情。

11、过马路左右看，不要在马路上跑和玩。

12、高速公路，行驶适速。

13、举安全之盾，防事故之患。



14、记住安全就二字，就能平安走天下。

15、人人安全，家家放心。

16、眼看前方，环顾两旁。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走行人。

17、安全一点，幸福十分，要挣钱保平安，要想富灭事故。

18、爱岗敬业爱家庭，不讲安全等于零。

19、你是家中脊梁，安全须常思量。

20、我的甜蜜和柔情在你平安归来的一刻最美。

21、你的安全是家人的希望，希望你每天能平安地回家，吃
上我为你精心准备的晚餐。

22、安全是亲人的期盼，安全是爱人的欢颜，安全是企业的
护神。

23、和谐幸福靠安全，安全生产靠诚信。

24、勿忘安全需时时警钟长鸣，珍惜生命要处处头脑清醒。

25、让事故远离身边，让幸福永远陪伴。

26、人人心灵埋下安全的种子，必然结出一生平安的硕果，
个个头脑敲响安全的警钟，定能奏出永远幸福的凯歌。

27、安全你一人，幸福全家人。

28、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29、为了自已为了父母，时时注意安全处处预防事故……



30、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才能回家。

31、你的安全归来，对我和孩子最大的安慰……

32、家人等孩子盼安全时刻记心间。

33、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

中班安全教案和家人走散时篇二

1、乐于参与讨论，能较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2、了解和家人走散时的应变方法，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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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见了》的图卡，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1.向幼儿提问：

你曾经和家人走散过吗?

当时感觉怎么样?

2.出示《爸爸不见了》故事图卡，讲述故事。

3.与幼儿讨论：



是谁带加加去公园玩?

加加为什么会和爸爸走散?

如果你是加加，你会怎么办?

4.老师总结与家人走散时的应急方法。

活动反思

使幼儿认识到了走丢的严重后果，知道出门的时候要怎样跟
着家长才能不走丢，初步达到了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的
目标。

中班安全教案和家人走散时篇三

1、课件《和家人走散时》。

2、设置回家路上街道场景 。

活动过程一、"谁哭了"引出课题声效:呜…… 呜……(小兔子
的哭声)师："呀，是谁在哭呀?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我们
一起去看看吧!"这样的导入：1、给予孩子一定的猜想空间，
让活动具有一定的神秘感。2、用动画事例中小兔哭声的片断
导出下环节，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观看动画事例 引发幼儿感知和家人走散的后果运用直观
法，请幼儿欣赏课件中的动画事例"和家人走散的小兔"。

提问："谁在哭呀?小兔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会和家人走散?心
情是怎样的?遇到了什么危险?"讨论：和家人走散后，还会遇
到什么样的危险?"通过讨论让幼儿明白和家长走散后存在许
多的危险，从而激发幼儿就"如何应对走散"积极想办法做好
铺垫。



三、联系实际生活 讨论走散后如何应对教师提出问题"如果
我们和家人走散了，那该想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然后组织
幼儿用讨论法就以下四个情景问题进行自由讨论：

1、在幼儿园附近，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2、在马路上，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3、在超市里，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4、在回家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讨论时，教师适时适当的进行指导，幼儿在互动式、开放式、
探究式的讨论中，相互启发、补充。使幼儿的思维能力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训练，初步实现能力目标中的要求，活动
的重点也得以体现。

小游戏《谁对谁错》，游戏中有正误两组"应对走散"的图片，
请幼儿根据讨论中获得的经验，选择正确"应对走散"的图片。
选对了，会得到意外的鼓励，反之……。此环节活动气氛轻
松、愉悦、趣味性强，能很好地为幼儿梳理、巩固，正确应
对走散问题的方法。让幼儿更清晰、明了。

四、角色体验 如何应对回家路上与家人走散最后环节让幼儿
在特定情境中体验应对和家人走散的设计，让活动动静交替，
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让幼儿习得的经验得以内化。同时，
也是实现本次活动难点所在。

五、活动延伸在游戏区进行"走散后，我有好办法"主题角色
表演。引导幼儿将活动生活化、游戏化，让孩子的经验得到
巩固与提升。

教案设计频道小编推荐： 幼儿园中班教案 | 幼儿园中班教
学计划



中班安全教案和家人走散时篇四

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家人走散时应该如何做呢，老师要教育他
们怎么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幼儿园中班教案和家
人走散时，欢迎大家阅读借鉴!

1、掌握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能正确应对与家人走散的问题。

2、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引导幼儿乐于交流与分享，体验正确应对与家人走散后获
得的成功感。

引导幼儿乐于交流与分享，体验正确应对与家人走散后获得
的成功感。

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课件《和家人走散时》。

2、设置回家路上街道场景 。

一、"谁哭了"引出课题声效:呜…… 呜……(小兔子的哭声)
师："呀，是谁在哭呀?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我们一起去看
看吧!"这样的导入：1、给予孩子一定的猜想空间，让活动具
有一定的神秘感。2、用动画事例中小兔哭声的片断导出下环
节，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观看动画事例 引发幼儿感知和家人走散的后果运用直观
法，请幼儿欣赏课件中的动画事例"和家人走散的小兔"。

提问："谁在哭呀?小兔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会和家人走散?心
情是怎样的?遇到了什么危险?"讨论：和家人走散后，还会遇



到什么样的危险?"通过讨论让幼儿明白和家长走散后存在许
多的危险，从而激发幼儿就"如何应对走散"积极想办法做好
铺垫。

三、联系实际生活 讨论走散后如何应对教师提出问题"如果
我们和家人走散了，那该想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然后组织
幼儿用讨论法就以下四个情景问题进行自由讨论：

1、在幼儿园附近，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2、在马路上，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3、在超市里，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4、在回家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讨论时，教师适时适当的进行指导，幼儿在互动式、开放式、
探究式的讨论中，相互启发、补充。使幼儿的思维能力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训练，初步实现能力目标中的要求，活动
的重点也得以体现。

小游戏《谁对谁错》，游戏中有正误两组"应对走散"的图片，
请幼儿根据讨论中获得的经验，选择正确"应对走散"的图片。
选对了，会得到意外的鼓励，反之……。此环节活动气氛轻
松、愉悦、趣味性强，能很好地为幼儿梳理、巩固，正确应
对走散问题的方法。让幼儿更清晰、明了。

四、角色体验 如何应对回家路上与家人走散最后环节让幼儿
在特定情境中体验应对和家人走散的设计，让活动动静交替，
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让幼儿习得的经验得以内化。同时，
也是实现本次活动难点所在。

五、活动延伸在游戏区进行"走散后，我有好办法"主题角色
表演。引导幼儿将活动生活化、游戏化，让孩子的经验得到



巩固与提升。

1、掌握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能正确应对与家人走散的问题。

2、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引导幼儿乐于交流与分享，体验正确应对与家人走散后获
得的成功感。

活动准备：1、课件《和家人走散时》2、设置回家路上街道
场景 。

声效:呜…… 呜……(小兔子的哭声)

师：“呀，是谁在哭呀?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我们一起去
看看吧!”这样的导入：1、给予孩子一定的猜想空间，让活
动具有一定的神秘感。2、用动画事例中小兔哭声的片断导出
下环节，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运用直观法，请幼儿欣赏课件中的动画事例“和家人走散的
小兔”。

提问：“谁在哭呀?小兔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会和家人走散?心
情是怎样的?遇到了什么危险?”

讨论：和家人走散后，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通过讨论让
幼儿明白和家长走散后存在许多的危险，从而激发幼儿
就“如何应对走散”积极想办法做好铺垫。

教师提出问题“如果我们和家人走散了，那该想什么办法来
保护自己?”然后组织幼儿用讨论法就以下四个情景问题进行
自由讨论：1、在幼儿园附近，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2、
在马路上，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3、在超市里，和家
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4、在回家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了，



你会怎么做?讨论时，教师适时适当的进行指导，幼儿在互动
式、开放式、探究式的讨论中，相互启发、补充。使幼儿的
思维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训练，初步实现能力目标中
的要求，活动的重点也得以体现。

小游戏《谁对谁错》，游戏中有正误两组“应对走散”的图
片，请幼儿根据讨论中获得的经验，选择正确“应对走散”
的图片。选对了，会得到意外的鼓励，反之……。此环节活
动气氛轻松、愉悦、趣味性强，能很好地为幼儿梳理、巩固，
正确应对走散问题的方法。让幼儿更清晰、明了。

最后环节让幼儿在特定情境中体验应对和家人走散的设计，
让活动动静交替，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让幼儿习得的经验
得以内化。同时，也是实现本次活动难点所在。

在游戏区进行“走散后，我有好办法”主题角色表演。引导
幼儿将活动生活化、游戏化，让孩子的经验得到巩固与提升。

中班安全教案和家人走散时篇五

活动目标：

1、掌握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能正确应对与家人走散的问题。

2、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

引导幼儿乐于交流与分享，体验正确应对与家人走散后获得
的成功感。

活动难点：

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1、课件《和家人走散时》。

2、设置回家路上街道场景。

活动过程

一、“谁哭了”引出课题声效：呜……呜……（小兔子的哭
声）师：“呀，是谁在哭呀？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我们
一起去看看吧！”这样的导入：

1、给予孩子一定的猜想空间，让活动具有一定的神秘感。

2、用动画事例中小兔哭声的片断导出下环节，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

二、观看动画事例引发幼儿感知和家人走散的后果运用直观
法，请幼儿欣赏课件中的动画事例“和家人走散的小兔”。

提问：“谁在哭呀？小兔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会和家人走散？
心情是怎样的？遇到了什么危险？”讨论：和家人走散后，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通过讨论让幼儿明白和家长走散
后存在许多的危险，从而激发幼儿就”如何应对走散“积极
想办法做好铺垫。



三、联系实际生活讨论走散后如何应对教师提出问题”如果
我们和家人走散了，那该想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然后组
织幼儿用讨论法就以下四个情景问题进行自由讨论：

1、在幼儿园附近，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2、在马路上，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3、在超市里，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4、在回家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了，你会怎么做？

讨论时，教师适时适当的进行指导，幼儿在互动式、开放式、
探究式的讨论中，相互启发、补充。使幼儿的思维能力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训练，初步实现能力目标中的要求，活动
的重点也得以体现。

小游戏《谁对谁错》，游戏中有正误两组”应对走散“的图
片，请幼儿根据讨论中获得的经验，选择正确”应对走
散“的图片。选对了，会得到意外的鼓励，反之……。此环
节活动气氛轻松、愉悦、趣味性强，能很好地为幼儿梳理、
巩固，正确应对走散问题的方法。让幼儿更清晰、明了。

四、角色体验

如何应对回家路上与家人走散最后环节让幼儿在特定情境中
体验应对和家人走散的设计，让活动动静交替，增加了活动
的趣味性，让幼儿习得的经验得以内化。同时，也是实现本
次活动难点所在。

五、活动延伸

在游戏区进行”走散后，我有好办法"主题角色表演。引导幼
儿将活动生活化、游戏化，让孩子的经验得到巩固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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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安全教案和家人走散时篇六

活动目标：

1、练习双腿夹物跳的动作，发展腿部力量。

2、激发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充分体验游戏的快乐。

活动准备：

可乐瓶若干，塑料圈人手一个，斜坡一个，杂物若干，录音
机，磁带。

活动过程：

1、准备运动：兔子舞师戴头饰：孩子们，我们一起来跳个舞
吧!(音乐起)

2、基本动作：游戏《狼来了》

师：这儿真美，我们在这儿安家吧!(取下圈，放在地上当家)
我们还有很多粮食没搬，得把它们搬到仓库里。(指定一个地
点为仓库)示范：走到场地一侧，取一件物品，用双腿夹住，
跳到仓库处放下，再继续。(请个别幼儿示范，强调动作要领：
在搬时一定要用夹物跳的方法。)当大灰狼出现时，小兔要立
即在塑料圈中蹲下，大灰狼走了，再继续搬东西。



3、游戏：小兔搬家师：大灰狼真讨厌，经常欺负我们，我们
还是搬家吧。

讨论：怎样把这么多的东西都搬走?引出夹物跳。

(1)造新家兔妈妈介绍路线，与几只小兔示范夹物跳的搬家方
法：背着圈跳过小树林(可乐瓶搭成)，褡个新家，将粮食放
在指定位置，再冲上山坡，跳下，返回原地。

(2)搬家(音乐起)小兔在妈妈的带领下沿路线搬家。教师根据
幼儿的活动情况进行指导。为小兔鼓励、加油。

4、整理活动：

师：哈，终于搬完了，这里很安全，大灰狼再也不会欺负我
们了!(幼儿做高兴状：耶!)真累呀，让我们放松一下吧!(互
相敲敲腿，捶捶背，揉揉肩)天快黑了，妈妈给你们讲个《小
兔搬家》的故事吧!(幼儿边听故事边作休息状结束)

幼儿园健康教案二：草辫龙

一、材料和工具：稻草、竹棍、麻绳、剪刀等。

二、制作方法

1.用三股稻草编成辫子。

2.将两条辫子各围成一个圆叠在一起，再用麻绳扎紧边口，
做成龙头。

3.两人合作，以同样的方法编出龙身，长短视需要而定。

4.用麻绳扎紧龙头与龙身。

5.用一束稻草做龙尾，将龙身与龙尾之间用麻绳连接并扎紧。



6.等距离将与幼儿人数相同的竹棒插入龙身，然后用麻绳缠
绕固定。

三、玩法

1.舞龙：幼儿分成若干小组进行舞龙活动。

2.跳格子：将草龙放在地上，幼儿按竹棒或龙身的间隔摆放
前后、左右跳。可以双跳，也可以单脚跳。

3.跳花：将草龙摆成花形，幼儿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跳。

幼儿园健康教案三：瓶子龙

一、材料和工具鞋盒、木棒、乒乓球、可乐瓶、石头、电线、
布条、卡纸、透明胶、剪刀及教师事先制作的布制龙等。

二、制作方法

1.用鞋盒制作张开的龙嘴并用透明胶或双面胶固定2.用乒乓
球当龙眼，用旧电线折成龙须，用卡纸剪成龙的牙齿和舌头，
用布剪成龙的鳞片固定在鞋盒上。

3.教师在可乐瓶中间挖两个对称的洞，幼儿将木棒插进洞里
并用透明胶固定，做成一节龙身。以同样的方法制作其余部
分。

4.将小石头放入可乐瓶。

5.在龙背内侧每间隔1米缝上一根彩色布条，将布条与每一节
龙身绑在一起。

6.在龙背前端和龙头处各戳两个洞，用铁丝串连并固定。

三、玩法



1.舞龙游戏

2.将龙身上的可乐瓶解下，可玩“高尔夫球”“木马”“拨
浪豉”等游戏。

3.将解下的可乐瓶插在草蒲羽上玩“套圈”游戏

幼儿园健康教案四：整理小衣柜

活动目标：

1、能分清衣服的正面和反面，会将衣服翻正、有序放入衣柜
中。

2、通过主动探索、同伴学习等方式，寻找整理服装的方法。

3、在游戏的情景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活动准备：

衣柜一个、幼儿服装若干(开衫、套头衫、裤子)、卡片、等。

活动过程：

一、情景体验，自如展现自己整理服装的能力。

1、“老师这里有很多衣服，谁愿意帮助老师把这些衣服叠整
齐，放进衣柜里?”

2、幼儿自选一件服装进行整理，并放进衣柜里。

二、经验分享，区分不同服装正、反面，探寻翻正服装、整
理服装的方法。

1、师生共同寻找服装正、反面的不同。



“你觉得这条裤子整理得好?为什么?”(没有将裤子翻正、裤
子是反的)“裤子的正面和反面有什么不同呢?”(口袋、小花、
毛毛的边，……)“这件开衫的正面和反面有什么不同
呢?”(口袋、小花、毛毛的边，……)“这件套头上衣的正面
和反面有什么不同呢?”(口袋、小花、毛毛的边，……)

2、师生共同探讨将服装翻正的方法。

“这些衣服都是反的，谁来想办法把它们翻正呢?”“怎样将
裤子翻正呢?”(将手从裤腰进去，到裤脚处伸出手，抓住裤
脚，将手从裤管里退出。)“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把它翻过
来?”(自主探索将开衫和套头衫翻正的不同方法。)3、师生
共同总结整理服装的方法。

“我们应该怎样整理衣服呢?”(翻正，扣纽扣、拉拉链，叠
整齐)

三、动手实践，自主尝试翻正服装的方法，并有序放入衣柜
中。

1、幼儿整理服装，并放进衣柜。

“老师这里还有一筐衣服，你们愿意帮助我吗?”“请小朋友
帮助老师把这筐衣服整理好、放进衣柜，再把原来放进衣柜
的衣服检查一下，看看这些衣服整理好没有。”

2、幼儿相互检查，体验成功的快乐。

“请小朋友检查衣柜里的衣服整理的好吗?”

活动目标：

1、能分清衣服的正面和反面，会将衣服翻正、有序放入衣柜
中。



2、通过主动探索、同伴学习等方式，寻找整理服装的方法。

3、在游戏的情景中体验成功的

活动准备：

衣柜一个、幼儿服装若干(开衫、套头衫、裤子)、卡片、等

活动过程：

一、情景体验，自如展现自己整理服装的能力。

1、“老师这里有很多衣服，谁愿意帮助老师把这些衣服叠整
齐，放进衣柜里?”

2、幼儿自选一件服装进行整理，并放进衣柜里。

二、经验分享，区分不同服装正、反面，探寻翻正服装、整
理服装的方法。

1、师生共同寻找服装正、反面的不同。

“你觉得这条裤子整理得好?为什么?”(没有将裤子翻正、裤
子是反的)

“裤子的正面和反面有什么不同呢?”(口袋、小花、毛毛的
边，……)

“这件开衫的正面和反面有什么不同呢?”(口袋、小花、毛
毛的边，……)

“这件套头上衣的正面和反面有什么不同呢?”(口袋、小花、
毛毛的边，……)

2、师生共同探讨将服装翻正的方法。



“这些衣服都是反的，谁来想办法把它们翻正呢?”

“怎样将裤子翻正呢?”(将手从裤腰进去，到裤脚处伸出手，
抓住裤脚，将手从裤管里退出。)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把它翻过来?”(自主探索将开衫和套
头衫翻正的不同方法。)

3、师生共同总结整理服装的方法。

“我们应该怎样整理衣服呢?”(翻正，扣纽扣、拉拉链，叠
整齐)

三、动手实践，自主尝试翻正服装的方法，并有序放入衣柜
中。

1、幼儿整理服装，并放进衣柜。

“老师这里还有一筐衣服，你们愿意帮助我吗?”

“请小朋友帮助老师把这筐衣服整理好、放进衣柜，再把原
来放进衣柜的衣服检查一下，看看这些衣服整理好没有。”

2、幼儿相互检查，体验成功的快乐。

“请小朋友检查衣柜里的衣服整理的好吗?

活动延续：

1、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幼儿每天自己穿脱衣裤、整理服装。

2、在班级健康区设立”整理小衣柜“游戏，让幼儿在游戏中
练习整理服装。



中班安全教案和家人走散时篇七

我是一个残疾的女孩，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听不到美妙的
声音，不会唱歌，也不会说话。

我一出生就听不见，但可怕的疾病没能阻碍我去寻找属于自
己的未来。第一次进可怕的正常学校，由于我听不见，难以
和老师、同学沟通。在那里，我得不到老师的关爱，得不到
同学们的热情，更不知道上学是干什么。我绝望了。我成了
无知的坏女孩。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过多次打听，
找到那所聋校，正是那所聋校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读书。我在那所聋校得到了无限快乐。同学们的热情、
老师们的爱心使我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更让我学会了感恩。
老师永远是我们的心声。老师用美丽的手语教我们许多知识、
许多做人的道理，给我指引了前进的道路。每年助残日，学
校总会举行活动，市政府、领受、每所学校都会来看望我们
这群聋人，并送来了学习、生活用品、钱……我们无声女孩
用妙曼的舞姿答大家，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我心里无比喜
悦，一根小芽在我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我学习成绩一直以
来很棒，但到初三时，我学习态度变了，上课不怎么精神了，
班主任老师意识到，找我来，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为什么学习
态度不好？有什么事可以和老师谈谈？我沉默不语，我望着
她，从那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对我的期望。如今我考上了重点
高中。

记得5月12日2：28分钟，四川发生了8.0级大地震。地震震垮
了家园，学校，地震使好多同胞们难免死去了，幸存活者有
一部分残疾。看到悲惨不堪的这些，我无法表达出内心的感
受，我默默的为那些死去的同胞折福。全国各地消防员、医
生护士、志愿者……都积极赶去那里还在余震的危险地方。
我真恨不得飞到那边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可是我是学生，
又是女孩，能有什么力气去帮助呢？我很愧疚。有一次放学
我往常一样骑着车回家，偶然看到路边那边有醒目的红色的
长布，，写着献出爱心，帮助四川重建家园。一长长桌上有



红色的捐款箱，两边放着正在播放的打音器。我戴助听器听
不懂，但可以知道播放的是希望人民献出点爱心，帮助四川。
走近一看，是一些警察叔叔们。我摸了摸身上，只带了十几
元，但已不记得买什么东西的了，毫不犹豫把钱全部投到了
捐款箱，警察叔叔向我伸出了大拇指。虽然钱不多，但是这
是我的一点心意。我笑了，我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回家。献
出爱心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