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户外游戏安全教育教案中班(模
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那么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幼儿户外游戏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一

1.学习正确的避震方法，懂得在幼儿园、家庭和户外避震的
应急方法。

2.能将正确的避震方法运用到地震应急演练中，提高自救自
护能力。

3.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1.知识经验准备：幼儿通过网络、报纸等，了解了汶川、台
湾等地发生过的地震情况；幼儿有参与地震逃生演练的生活
经验。

2.物质准备：课件“防震自护知多少”、地震前后对比图片。

3.家长工作：请家长协助拍摄家庭中的地震逃生演练录象片
段。

一、观看交流。

1.观看地震视频引入。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画面？”

2.观察、交流地震前后的变化，了解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

（1）幼儿自由观看图片，互相交流观察到的地震前后周围的
变化。

（2）集中谈话：地震前和地震后有什么不一样？

（3）小结：地震前人们的生活多么美好；地震后房子倒塌、
倾斜，变成了废墟；

大桥、道路断裂了；山体滑坡；很多人被压在或埋在了废墟
底下；受伤了……

二、学习正确的避震方法。

1.园内地震逃生演练经验交流。

与幼儿一起回忆参加园内避震逃生演练的经历。

小结：在幼儿园发生地震时，保持镇定，双手抱头或取物保
护好头部，蹲在课桌椅、钢琴等下面，不靠近窗户或悬挂物；
等余震过后，在老师的带领下顺着安全疏散通道往大操场等
宽敞的地方避震。

2.幼儿家庭地震逃生录像分享。

“平时在家中可以准备什么，当发生地震的时候，应该怎么
做?”（避震应急包等）

3.生活经验迁移之户外避震。

“发生地震时，你是在户外，应该注意哪些安全？”



小结：赶紧往宽敞的公园、草坪、空地撤离，不靠近电线杆、
广告牌等危险建筑物。

三、地震应急演练

1.幼儿听教师的指令地震演练，就地避震。

2.互相交流避震想法。

“现在参加地震模拟演练，你的心情怎么样？你是怎样避震
的？谁的避震方法正确？谁的方法不够好？怎么做会更安
全？”

3.观看《地震发生时的情景动画》，梳理小结正确避震的自
救方法。

组织全体幼儿开展地震逃生演练，帮助幼儿巩固正确的避震
方法。

整个组织过程中，运用的活动组织形式多样，有现场避震模
拟演练、有自由分散交流地震前后对比照片、有家庭避震录
像的分享……特别是在观看幼儿在园模拟地震逃生演练的真
实照片时，帮助幼儿马上回忆起避震的正确方法；在观看、
互动、交流、演练中，幼儿参与的积极性高涨。活动中幼儿
了解了地震的危害，懂得说出幼儿园、家庭、户外三个不同
场所避震的应急方法。串珠式的组织环节，循序渐进，幼儿
学以致用，提高了自救自护能力。

活动中，自身能够以情感人，以语动人，影响着孩子们参与
活动的积极性。通过营造不同氛围的'背景音乐贯穿活动始终，
音乐的渲染由幼儿观看、交流地震前后对比照片时的伤感低
沉――就地避震演练的紧张激动――学会自救自护方法后的
轻松愉悦；不同性质的背景音乐让幼儿在参与活动时，心理
有一个前中后慢慢适应和过渡的缓冲过程，首尾呼应，鲜明



对比。互动中幼儿的心理活动随着音乐的此起彼伏不断地变
化着。他们切身地体验和感受着就地避震、自救自护的真实
性，体验到了在灾难面前，只要镇定不慌张，只要自我安全
防护的方法得当，危害系数也会随之减少；帮助幼儿消除对
地震等灾难的心理恐惧，增强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
自护能力。

但是，在幼儿就地避震，交流避震想法这一环节中，教师应
进一步发挥自身的教育机智，及时观察、捕捉幼儿就地避震
的现状，进行点评和引导。

幼儿户外游戏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二

1、通过亲身体验、观察、了解沙子的特征。

2、通过实验，观察比较干沙和湿沙的不同。

3、乐意玩沙，大胆表述自己的观点，充分体验探索活动的快
乐。

多种玩沙工具、玩沙场地。

一、带幼儿进入玩沙场地。

1、今天老师要带小朋友到外面去上一节课，我们要一起去玩
沙，但是到了玩沙的地方，小朋友先不要玩沙，老师会问小
朋友一些问题哦，等你们回答了老师的问题之后，老师才请
小朋友去玩。

2、带幼儿进入玩沙场地、

二、请幼儿观察、了解沙子的特征。

2、教师总结：这些沙是细细的，软软的，黄黄的，一粒一粒



的。

4、教师示范：用沙漏将石子与沙分开，并请幼儿观察。让幼
儿说说为什么石子可以和沙分开。

三、引导幼儿比较干沙和湿沙的不同

1、你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把沙子变湿吗？

2、给沙子加水，观察湿沙与干沙的不同，请幼儿观察加了水
的湿沙与干沙有什么不一样。

3、拿湿沙与干沙分别在手上捏一捏，请小朋友观察后说一说。

4、小结：干沙抓在手上会一粒粒游流下来，像流水一样，但
湿沙放在手里捏一捏可以捏出不一样的形状。

四、请幼儿体验玩沙

2、注意不要把沙弄到了自己和别人的身上，在玩沙的时候也
不能上扬，这样容易伤到眼睛。

3、请幼儿用各种模型按沙，看看干沙和湿沙按出来的模子有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用手给沙做各种造型，感受干沙和湿沙的不同，并提问：
哪一种沙子更好做造型？用干沙和湿沙做造型的时候有什么
不同的感觉。

幼儿户外游戏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三

1、了解玩具塞入器官的不良后果，指导玩具不能塞进耳朵等
身体器官。



2、知道发生意外是要去医院。

1、男孩木偶。

2、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1、谈话导入活动。

教师：

（1）小朋友们，你们玩过穿珠游戏吗？

（2）明明也来玩串珠，发生了什么事呢？

2、教师操作木偶表演故事情景。

（1）木偶表演：

旁白：游戏时间到了，明明选了自己最喜欢的穿珠游戏。

明明：小珠子，真有趣。（明明把小珠子塞到了耳朵里。）

（2）教师：明明玩串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觉得明明
这样做对吗？为什么？

3、引导幼儿观察挂图，继续讲述故事。

老师送明明到医院，医生挖出珠子。医生还告诉明明，下次
可不能再把珠子塞到耳朵、鼻孔、嘴巴里了，那样做耳朵和
鼻孔会流血，还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2）教师操作木偶，模仿明明的声音说：我再也不把玩具塞
到耳朵里了。

4、拓展幼儿经验。



（1）教师：我们身体上有一些小小的孔，如：耳朵、鼻子等
等，这些小小的孔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不能把东西
塞进这些小孔里。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像小珠子一样小？
什么东西比小珠子还小？它们可千万不能塞进我们身上的小
孔孔里呀。

（2）教师总结：教室里的小珠子、小插粒、小磁钉，家里的
小纽扣、小橡皮都不能塞进我们的耳朵、鼻孔、嘴巴里，如
果不小心掉进去，一定要马上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助我们。

家园共育家长应将家里的细小物品摆放在幼儿不易接触到的
地方，同时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

幼儿户外游戏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四

1、增强幼儿安全意识，认识简单交通标志。

2、懂得在十字路口要看红绿灯通过，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线。

3、认识交通标志：红绿灯、人行横道线。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vcd、安全教育光盘、汽车头饰若干、红绿灯图卡、场地布置
十字路口、邀请交通警察一名。

一、导入与讨论：

1、教师头戴汽车头饰，模仿开汽车动作，伴随《开汽车》音
乐进入活动室。

2、提出问题，请幼儿充分讨论。



a、开汽车要遵守哪些交通规则?

b、小朋友你会过马路吗?过马路时需要注意什么?

(先请幼儿分组讨论，再分别请幼儿回答，鼓励幼儿大胆说出
自己的想法，启发幼儿开阔思路充分表达。)

二、观看：播放vcd观看光盘《十字路口的安全》，了解在十
字路口时正确的做法。

1、过马路时要走在人行横道线上，不能随便穿过马路。

2、在十字路口要看红绿灯的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不
能抢灯通过等。

三、探索：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会怎么样?

1、行人不遵守规则会被汽车撞倒受伤。

2、汽车不准守交通规则会撞车，交通堵塞，汽车和行人无法
通行等.

(教师要充分肯定幼儿的猜测和发言，鼓励幼儿正确表达自己
的意愿并适当给予肯定)

3、请交通警察为小朋友讲一讲怎样注意十字路口的安全。

四、游戏《十字路口》

方法：幼儿分成两组，一组戴上汽车头饰扮演汽车;另一组幼
儿扮演行人;请交通警察在路口指挥交通，出示绿色灯标志，
汽车和行人通行。出示红色灯标志，汽车和行人停下等待。

游戏规则：教师对活动中遵守交通规则的幼儿要给予充分的



肯定，对于不准守规则的幼儿要及时纠正，强化交通规则意
识。

继续游戏：幼儿互换司机和行人角色，游戏继续进行。

活动拓展：请家长带领幼儿到十字路口进行观察，了解交通
规则。

通过各种学习形式将幼儿已有的安全知识经验扩展丰富，对
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增强了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了幼
儿应对安全事件的能力。通过真实的案例，我向幼儿进行生
动形象的讲述，幼儿精力集中，记忆深刻，发言积极踊跃。
课件、图片的运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对幼儿进行了深刻
的教育。用孩子喜欢的情景表演，选择孩子身边熟悉的生活
情景为题材，让幼儿进行热烈的讨论，取得很好的效果。

幼儿户外游戏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五

孩子们在欢快的音乐中，快乐的`游戏。既锻炼了幼儿的走跑、
平衡、钻爬的基本动作和能力，又培养了幼儿的合作能力和
克服困难的精神。为此，选择了“去郊游”这一好玩的游戏。

1、练习走跑、平衡、钻爬的基本动作。

2、培养合作能力和克服困难的精神。

易拉罐若干，椅子六把，桌子两张，报纸棍。

1、谈话激趣

孩子们，今天天气真正好，我们到户外去郊游。小朋友们准
备好了，出发了。

2、播放音乐《去郊游》游戏。



（1）设置场地，准备游戏。

在场地上划分五个区域穿树林（易拉罐），走木桩（易拉
罐），过小桥（椅子），钻山洞（桌子），“公园”（六名
幼儿手举报纸棍围城）。游戏开始，每一名幼儿必须走过四
个场地（可以互相帮助），来到“公园”，成功到后，学小
兔子跳回到起点。

（2）音乐游戏《去郊游》

孩子们在场地上，根据规则游戏。

3、注意事项：

在游戏中要注意安全，幼自我保护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