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秋季开学安全教案大班(优秀6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秋季开学安全教案大班篇一

1．让学生初步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和急救技术，学会保护自我。

2．用舞蹈、知识竞答、讲故事、即兴表演等形式巩固并拓展
学生对自护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学生各方面的本事。

3．构成学习、宣讲安全知识的氛围，培养学生自我保护的意
识和本事，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打好基础。

1．收集《健康教育》课本和活动课学过的自护知识和急救技
术。

2．排练舞蹈《我们去郊游》《21世纪的中国娃》和小品《我
们学会了保护自我

3．磁带、录音机、自护小奖章若干枚、红十字会标志卫生包、
盐水、碘酒、纱布、清凉油、电话机、扇子、毛巾、纯净水、
木棍、电线。

（一）简介本次活动的意义：

为了使我们更加健康安全地成长，为了响应我校创安全学校
活动，为了使同学们掌握更多的安全知识和急救技术，我们
精心筹备了一台自护活动主题班会。

（二）自护本事表演和知识竞赛：



1．舞蹈（我们去郊游）

事故：效游途中，一位同学不细心擦伤了，怎样办呢

处理方法：先用盐水冲洗伤面，再用消毒棉球扶干，而后用
碘酒涂擦伤面，再用酒精球涂擦。轻者不必包扎，重者盖上
清毒纱布包扎。包扎最常用方法是把绷带的尾端对半剪开，
而后打结。

2．知识问答和即兴表演

（1）我国把每年的哪一天定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2）路口的交通指挥信号有哪些

（3）即兴表演：如果你不细心烫伤了手......

处理方法：对轻度的烫伤，可用清洁的油类、酱油或牙膏，
涂抹在伤面上。

3．小品《我们学会了保护自我》

片断1：活动课上，教师给大家讲故事《报警》。

片断2：炎热的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位同学发生中暑。

救护方法：立即将病人抬到阴凉的地方，让患者仰卧，解开
衣扣，可同时用扇子扇风，帮忙散热。可用清凉油擦患者的
太阳穴，也可用凉水轻轻地喷洒。

片断3：回到家中，亮亮发现奶奶因煤气中毒而躺在地上，他
连忙用学校学到的急救办法对奶奶进行急救。

抢救方法：将病人立即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同时打开门窗，
解开衣服的扣子，再给病人喝点醋，最终拨打急救电话120。



4．知识问答

（1）如果因不慎，你身上被火燃着，你是顺风跑，还是逆风
跑

（3）刚吃过晚饭，亮亮就吵着要爸爸带他去游泳，这样对吗
为什么

5．舞蹈《21世纪的中国娃》

事故：一群欢乐的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不细心碰到一根带
电的电线，怎样办呢在这危急关头，孩子们用自我的聪明智
慧解决了问题，保护了自我。关于安全主题班会教案关于安
全主题班会教案。

急救办法：用木棍将触电者挑开。（要注意，不能用手直接
去拉触电者的身体，以免传电。）

（三）结束语

时代召唤跨世纪人才，而跨世纪人才首先要学会生存。同学
们，别忘了，日常生活中必须要注意安全，学会保护自我，
让我们戴上自护小奖章，迈出通向21世纪的起跑线；记所有
的孩子们天天欢乐，日日平安。

秋季开学安全教案大班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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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了解一些防灾避险的安全知识;

2、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学会简单处理危险的事
情;

3、树立安全生活、健康成长的生活观念。

一、观看防灾避险应急知识系列宣传片

二、根据宣传片内容给学生重点讲解

1、突发事件的分级

一级：红色特别重大事件

二级：橙色重大事件

三级：黄色较大事件

四级：蓝色一般事件

2、突发事件的分类

自然灾害：

洪水、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台风等;

事故灾难：

车祸;

公共卫生事件：

流感、h1n1甲型流感、禽流感等;



社会安全事件：

重大刑事案件、恐怖袭击事件

3、认识应急指示标志

三、总结：

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现在的生活，安全生活，快乐成长。

秋季开学安全教案大班篇三

在新学期到来，校园安全教育非常重要。因此，百分网小编
为老师们带来最新开学安全教育教案范文如下，欢迎参考!

1、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2、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
人身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等。3、进行预防灾害，预防
突发事情的教育。

1、导入：列举出生活中的安全事例。2、安全工作的重要性a、
公路上、公共场所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是因为有的人安全
意识不强。b、班级举例：学校发生的事故及后果。c、目前学校
抓的几项工作。

1、学生讨论。2、集体归纳。(1)人身安全，在校园内或公路
上不追逐打闹，不爬围墙，不爬树，不接近有电等危险地点，
劳动时，注意安全，不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课外不
玩不玩水。(2)交通安全，在公路上不追逐打闹，自觉遵守交
通规则，交叉路口要注意行人车辆，骑自行车宁慢勿快，切
勿双手撒把。上、下坡要下车，通过公路要做到一停二看三
通过。(3)财产安全，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钱财，如有遗失或
遇偷盗、敲诈等应向老师及时反映或报警。(4)饮食安全，不
饮生水，不吃不卫生的食品，不吃有病的鸡肉、猪肉等，饭



前便后要洗手，不吃霉变或过期食品。

小朋友们好：今天是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天，我们已经是一
年级的`小学生了，为了今后能更好地学习、生活，今天我们
就一起来学习一些小学生应该记住的一些安全知识。人们常
说：“安全工作重于泰山。”小朋友们接下来你们大部分时
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平安是吉祥，健康是幸福，良好的身体
才是学习、工作、生活的本钱。我们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珍爱生命，珍惜幸福的学生生活。

我们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

第一、做好课间活动的安全。楼梯口是我们的重点安全防范
部位，不少学校都发生过楼梯拥挤造成的安全事故。在课间
休息时，教室里、走廊上、楼梯间到处都是走动或者站着的
同学，如果追赶打闹，一是可能由于跑的速度过快而使自己
扭伤手、脚、腰或跌得头破血流;二是可能撞倒其他同学，造
成意外事故。我们校园里还有一幢教学楼正在施工，小朋友
们课间绝对不能到施工区去玩耍、打闹。

第二，做好劳动活动时的安全。学校或班级都要组织一些公
益劳动和打扫卫生的劳动，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劳动中，
也极有可能出现一些危险，小朋友们要注意了解劳动场地的
特点，做好安全防范;注意劳逸结合，累了就休息一会再劳
动;不要在高空和有危险的地方劳;不要在劳动时间打闹嬉戏。

第三，注意交通安全。马路不是游戏场所，不能在道路上玩
耍;不仅自己要遵守交通规则，还要互相提醒，相互监督，相
互照应，当一名维护交通安全的“宣传员”;不坐“三无”车
辆;过马路时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靠右行;在城市里还
要注意走斑马线，走人行道。

第四，提高食品卫生安全和自我防范意识。不在路边小摊点、
无证无照的商店买东西，不买“三无”过期变质食品，不暴



饮暴食。在校外不能随意的相信别人，碰到有人问路时我们
只能指路不能带路，不能和不熟悉的人一起玩，遇到坏人时
应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

第五，要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学校各种规章制度。
不迟到早退旷课，不违纪，按时作息;严禁翻越学校围墙和大
门;严禁购买、收藏、携带管制刀具;爱护学校财产，不损坏
公物;配合门卫人员的管理工作，保证校园的安全。

第六，注意增强“防火防盗”意识，随时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要保管好自己的钱物，防止各种事故的发生。如果发生安全
隐患要及时报告老师。新的学期，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
的学习创造一个更好更优良的环境!

秋季开学安全教案大班篇四

(一)教学目标：

1、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

2、在学习和生活中注意人身安全，饮食安全，交通安全等。

3、进行预防灾害，预防突发事情的教育。

(二)教学过程：

1、导入：列举出生活中的安全事例。

2、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a、公路上、公共场所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是因为有的人安
全意识不强。

b、班级举例：学校发生的事故及后果。



c、国家、政府狠抓安全教育工作。

d、目前学校抓的`几项工作。

(三)、中学生应注意安全的地方：

1、学生讨论。

2、集体归纳。

(1)人身安全，在校园内或公路上不追逐打闹，不爬围墙，不
爬树，不接近有电等危险地点，劳动时，注意安全，不与社
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课外不玩火，不玩水。

(2)交通安全，在公路上不追逐打闹，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交
叉路口要注意行人车辆，骑自行车宁慢勿快，切勿双手撒把。
上、下坡要下车，通过公路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3)财产安全，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钱财，如有遗失或遇偷盗、
敲诈等应向老师及时反映或报警。

(4)饮食安全，不饮生水，不吃不卫生的食品，不吃有病的鸡
肉、猪肉等，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吃霉变或过期食品。

(四)、学生自查哪些方面未做好，今后要加强注意。

(五)、教师小结

第一、做好课间活动的安全。

楼梯口是我们的重点安全防范部位，不少学校都发生过楼梯
拥挤造成的安全事故。在课间休息时，教室里、走廊上、楼
梯间到处都是走动或者站着的同学，如果追赶打闹，一是可
能由于跑的速度过快而使自己扭伤手、脚、腰或跌得头破血



流;二是可能撞倒其他同学，造成意外事故，或引起同学间的
矛盾纠纷。

第二，做好劳动活动时的安全。

学校或班级都要组织一些公益劳动和打扫卫生的劳动，这是
十分必要的。但在劳动中，也极有可能出现一些危险，同学
们要注意了解劳动场地的特点，做好安全防范;注意劳逸结合，
累了就休息一会再劳动;不要在高空和有危险的地方劳动;不
要在劳动时间打闹嬉戏。

第三，注意交通安全。

马路不是游戏场所，不能在道路上玩耍;不仅自己要遵守交通
规则，还要互相提醒，相互监督，相互照应，当一名维护交
通安全的“宣传员”;不坐“三无”车辆;过马路时做到一停、
二看、三通过，靠右行;在城市里还要注意走斑马线，走人行
道。

第四，提高食品卫生安全和自我防范意识。

不在路边小摊点、无证无照的商店买东西，不买“三无”过
期变质食品，不暴饮暴食。在校外不能随意的相信别人，碰
到有人问路时我们只能指路不能带路，不能和不熟悉的人一
起玩，遇到坏人时应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

第五，要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学校各种规章制度。

不迟到早退旷课，不违纪，按时作息;严禁翻越学校围墙和大
门，不进“三厅两室二吧”;不参加结伙斗殴、盗窃、等违法
犯罪活动;不早恋，慎交友，;严禁购买、收藏、携带管制刀
具;爱护学校财产，不损坏公物;配合门卫人员的管理工作，
保证校园的安全。



第六，注意增强“防火防盗”意识，随时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要保管好自己的钱物，防止各种事故的发生。如果发生安全
隐患要及时报告老师。

新的学期，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的学习创造一个更好更
优良的环境！

秋季开学安全教案大班篇五

”安全第一”、”安全无小事”，暑假将至，为了使学生能
过上一个平安、欢乐的假期，围绕”道路交通安全”、”家
庭防火”、”外出旅游”、”游泳安全”、”饮食卫生”等
夏季易发的安全问题对学生进行放假前的安全教育，提高学
生的安全意识，使学生学会一些自救的方法，让学生在遇到
危险时能采取必须的措施，保护自我。真正把安全教育落到
实处。

一、导入：

1、同学们，你们好！我们是21世纪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

的期望，是充满生机的新一代。我们在祖国温暖的阳光下长
大，在教师的悉心哺育下一天天成熟。我们是肩负重任、跨
世纪的一代，所以要”时时处处注意自身的安全”，健康、
欢乐、茁壮地成长。可是，每逢假期，我们却总会听到一些
小学生遭遇无端横祸的噩耗；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灾难在我
们身边发生。请听故事--《踢球》。

2、教师小结：是啊！这多危险啊！为了小小的足球，落个终
身遗憾，真可惜！交通安全，我们可得随时注意。

二、放假了，我们应当怎样注意安全呢？



（一）用电安全

1、学生说说家里有哪些电器？（引起学生兴趣，因他们较熟
识。）

2、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及时教育：现代家庭，随着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家庭中的电器也越来越多，给我们学习、生活带
来了好多方便及乐趣。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必须的用电
知识，不注意用电安全，就会很危险。所以，我们不要出于
好奇，自行拆卸、维修电器，不要私自拉或乱接电线和随意
拆装电器。使用和操作电器要注意不能湿水，一旦电器出现
故障，应立即切断电源。

（二）防火安全

1、提出问题讨论：如果你发生火灾或看到邻居有火灾怎样做？
（学生各自发表意见，说做法，对正确的肯定。）

2、根据讨论，结合《安全教育读本》向学生补充一些防火知
识。

（三）防溺水

回忆以前因游泳、钓鱼、玩水等引发的溺水事故，为学生再
次敲响警钟；结合安庆本地江河湖泊众多的地理情景，要求
学生不能私自到河滩、水库游泳。

（四）交通安全

（1）道路、交通

（2）交通安全

（3）交通法规



（4）道路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

（5）看图识标志

引导讨论

（1）行人为什么要在人行道上行走，没有人行道要靠路边行
走？

（2）行人横穿马路为什么要走斑马线？

（3）没有划设人行横道的马路应当注意哪些？

（4）为什么不能翻越护栏？

（5）为什么不准扒车、追车、强行拦车？

（6）为什么走路时不能看书或做其它活动？

（7）骑自行车应当注意什么？

（8）乘汽车时要注意什么？

（9）遇到交通事故怎样办？

（五）食品卫生。

在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饮食，可你明白吗？良好的饮食习
惯，合理的、营养平衡的膳食，正确的饮食卫生习惯，有效
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保证。

出示图片，师随机讲解：

1、一日三餐，不可偏废，要合理搭配饮食，各类事物都要吃，
不能偏食、挑食。



2、早餐要吃饱吃好，要多吃鸡蛋、牛奶、豆类食品，不能马
马虎虎随便吃一点，或干脆不吃。

3、吃饭前要洗手，生吃的水果、蔬菜要洗净。

4、吃饭要细嚼慢咽，不能狼吞虎咽，暴饮暴食。

5、吃饭时不要看电视、看书，也不要与别人聊天。

6、剧烈运动后不要立刻吃饭，应先休息一下，喝点水，然后
再吃饭。吃饭后能够散步，做些轻微活动，不要立刻进行大
运动量的运动。

7、不喝生水，不喝没有热开或没消过毒的牛奶，生豆浆要煮
沸10分钟，去沫后再喝。

8、不要常吃甜食、零食，不要吃过咸的食品。

9、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随便吃野菜、野果；不购买、不
食用街头小摊的劣质食品。

10、不要自我随便拿药吃，要在大人或医生指导下看病吃药。

11、预防h1n1型流感要经常开窗通风，勤洗手。在疾病流行
时，外出要带口罩，不去空气不流通和人多的场所，如电影
院、商场等。

12、预防禽流感，不要和鸡、鸟等禽类直接接触，万一不细
心接触到，必须要立刻洗手；不要吃没有煮熟的鸡肉和鸡蛋。

（五）当我们独自在家的时候，安全知识也不能少，请看听-
---《家庭ab剧》

听了这故事后，你认为哪一次的同学做得对呢？对在哪里？



如果情景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样做呢？（小组讨论后，指名
汇报）

小结：独自在家时，生人敲门别理他，是熟人敲门还要问清
情况，刚才剧中的小朋友就吃了这个亏。冒牌”叔叔”被抓
去了，真令人高兴，这样的喜事，真该放串鞭炮，庆贺庆贺。
但放鞭炮，也要注意安全，请听快板—快板表演：

合：节日到，真热闹，小朋友，放鞭炮；

甲：马路上，人群中，严格禁止放鞭炮；

乙：点炮引，要用香，别用火柴打火机；

甲：哑炮未响别去拿，伤了自我损失大；

乙：冲天炮，危险大，引起火灾害人家；

甲：别拿拉炮对着人，免得炸己又伤人；

乙：放鞭炮，害处大，最好自我别放它；甲：有的城市已严
禁，我们带头来执行；

合：来执行！

（六）积累警示语

师：刚才的同学都很聪明，对安全知识也掌握得很多。下面
我们来朗读安全警句：

a、走路要走人行道，过马路别乱跑，十字路口看信号。

b、上下楼梯不拥挤，团体活动守纪律。

c、家用电器和煤气，使用时要注意，阅读说明再开启。



d、发生火灾不要慌，快叫大人来帮忙。

e、遇上骗子多琢磨，抓住机会赶快溜。

f、一人在家关好门，与人说话要谨慎。发现坏人来撬门，赶
快拨打110。

【师总结】

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赞。安全知识时时记，注意安全处处
提。愿同学们乘上安全之舟，扬起生命之帆，安全、健康、
愉快的度过整个假期！

秋季开学安全教案大班篇六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有关知识。

2、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3、自防自救的`知识，深化防溺水安全教育，使孩子了解自
防自救知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活动准备

事先准备事例，寻找一些图片资料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教师：“小朋友们暑假快来了，那么你觉得什么运动适合
炎热的夏天呢？”



2、教师：“你们喜欢吗？会游吗？”

二、活动过程

1、教师出示收集来的图片资料请幼儿观察讨论。

2、讲述案例《水库摸，深水桑命》请幼儿说说从中知道些什
么？

3、引导幼儿了解水库的危险性，自己游泳技术不佳时千万不
可逞强下水。

4、教师谈谈事例《深水玩耍，水草缠身而亡》这个悲剧的事
实告诉我们了什么？

（1）、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

（2）、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3）、教育幼儿知道深水中经常有高大水草或大石块，若有
水草缠身或被大石块夹住脚就会有生命危险。

5、教师向幼儿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教育幼儿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池塘、无盖的
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结伴到池塘边钓鱼、游
泳、玩水。

（2）、我们还小，很多小朋友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有朋友
不慎掉进河里、池塘、水井等，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大声
呼唤成年人前来相助或拨打"110"。

三、活动结束

1、教师："听了那么多，你懂得了什么？"



2、小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希
望小朋友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
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四、延伸

1、教师："要是碰到有人溺水被抬上来，这时候120没赶来，
你该怎么救人？"

2、幼儿自由发表意见

3、教师出示图示请幼儿观察讨论

4、教师讲解救人步骤

5、教师示范救人步骤，幼儿观察。

6、请个别幼儿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