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全小卫士大班教案反思(实用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安全小卫士大班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知道发生地震时应该如何应变，掌握好逃生的技
巧。

2、掌握好躲、爬、钻、跑的技能，提高身体运动质素。

3、培养幼儿互相关心的情感，增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课件《地震发生时，该如何应变》;发生地震的影片一张;桌
子、椅子、脸盆、床、锅炉、衣柜等各7份;公共汽车3辆;活
动过程：

一、活动的导入：孩子们随着《小红军》的音乐，跳着舞进
入场地。

二、观看发生地震的立体影片。小朋友们，今天除了我们这
些小红军之外，还来了许多红军叔叔呢，现在，我们一起来
看看。

三、围绕影片与幼儿展开讨论：



1、提问：

(1)、刚才的故事里有哪些人物?发生在什么时候、地点?

(2)、发生什么事情啦(地震)?发生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3)、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

2、老师小结地震的可怕性，讲解会发生地震的原因。

3、提问幼儿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开发幼儿的
思维和想像能力。

四、观看课件《发生地震时，该如何应变》。

五、围绕课件内容与幼儿展开讨论：

1、发生地震时，故事里面的曾美丽、小帅哥他们是怎么逃生
的?

2、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逃生方法吗?

3、教师小结发生地震时该如何应变。

(1)地震发生时，千万不要惊慌，要镇静。

(2)赶快跑到空旷的地方。

(3)如果你在家里的时候，要赶快把煤气、电、水龙头等关掉，
然后把脸盘或是锅等东西罩在自己头上，或者跑到桌子、椅
子、床底下躲起来，以免被天花板上的掉灯或其他东西掉下
来砸伤自己。

(4)不可以躲在招牌处或玻璃处，以免它们掉下来摔伤你。



(5)如果在车上，要赶快把车熄火，停靠在空旷的地方，走出
车外。

六、幼儿进行地震逃生演习。

1、场地布置：摆放好桌子、椅子、床、衣柜、脸盘、锅炉
等;安排一些幼儿坐在车子上;

2、引导孩子们要注意别惊慌，要注意掌握躲、闪、钻、爬的
技能，别撞倒别人，要互相关心同伴是否脱离危险，互相扶
持。教师要注意引导帮助孩子们掌握好逃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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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小卫士大班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背景：

儿童安全是一切发展的保障，生命健康是从事其他一切活动
的必要前提。所以，保护幼儿生命和促进幼儿健康是幼儿园



工作的首要任务。幼儿健康的生命并非完全由父母先天给予，
而与后天自身的活动有直接关系。幼儿的活动欲望强烈，但
自我保护意识薄弱，所以增强幼儿的安全防护意识，学习保
护自己的技能和方法，是幼儿园的重要任务之一。幼儿园的
安全教育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如“交通安
全”、“饮食安全”、“用药安全”、“玩具安全”、“用
电安全”、“着装安全”等等。

活动目标：

1、了解火的.危害和通途

2、知道不能随便玩火

3、了解灭火的工具

4、体验消防队员救人时的紧迫心情与救人后的快乐

主要活动：

活动一：儿童防火拍手歌

活动目标：

1、能口齿清晰的说儿歌

2、了解火的危害和用途

活动准备：

有关火图片、儿歌

活动过程：

1、观察图片



2、讨论图片说说火的危害和用途。

3、知道着火了应当拨打119电话

4、教师示范儿歌。边说边做动作。

5、利用图片的引导幼儿学习儿歌。

安全小卫士大班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的：

1、引导幼儿燃烧现象，了解火的性质、用途及危害。

2、向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增进幼儿安全防火意识。

3、一旦发生火灾，要知道如何自我保护和如何自救。

活动准备：

纸、蜡烛、火柴、大中小玻璃杯、电话、湿毛巾、毛巾被等。

活动过程：

一、感受火

1、老师出示一张纸和火柴，提醒幼儿注意观察纸被点燃后的
情形，注意火焰的颜色

感知火发出的光和热，让幼儿在火附近伸手烤一烤，说说自
己的感受。

小结：纸点燃后发出光和热火焰是红色的。

提问：火还能燃着哪些东西？（布，木头、汽油、酒精、蜡



烛等）

2、知道了火能发光发热，组织幼儿讨论火的用途和危害。

（1）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火，请幼儿说出火的用途。（烧饭、
取暖、照明等）

（2）火对人类有什么危害？（烧伤皮肤、烧毁财物、房屋、
森林等）

3、实验：火的熄灭

（1）老师用一个杯子扣住正在燃烧的蜡烛，观察火焰熄灭的
过程，启发幼儿思考火焰熄灭的原因。（燃烧需要空气）

（2）老师用大、中、小三个玻璃杯同时扣住三只燃烧的蜡烛，
观察哪去蜡烛先灭，想一想为什么三支蜡烛熄灭的时间不同？
（杯中空气的多少，影响蜡烛燃烧的时间）

小结：如果想使火焰熄灭，必须使火和空气隔绝。

二、讨论灭火

1、组织幼儿讨论：

（1）发生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小孩玩火、乱丢火烟头、在
禁放区燃放烟花、用明火照明寻找物品、地地震、打雷、乱
拉乱接电线等）

（2）怎么样防止火灾发生？

（3）如果发生火灾，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实现自我保护与
逃生自救？

a：如果所在房间有电话，赶快打119报警，并说明着火的详细



地址，什么街，哪号楼或附近有什么明显标志及单位。b：室外
着火门已发烫里千万不要开门，并用毛巾、衣服或床单塞住
门缝，以防浓烟跑进来，如门不很热也没看到火苗，赶快离
开。c：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被褥等
向安全出口方向冲出去。穿过浓烟逃生里，要尽量使身体贴
近地面，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d：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
可就地打滚用厚重衣物压灭火苗。e：遇到火灾不可乘坐电梯，
要向安全出口方向逃生。f：若所有逃生线路被大火封锁，要立
即退回室内，用打手电筒、挥舞衣物等方式向窗外发送求救
信号，等待救援，不可盲目跳楼。

2、逃生演习

老师发出发生火灾信号，幼儿自选逃生办法进行自救。

安全小卫士大班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的：

1、引导幼儿燃烧现象，了解火的性质、用途及危害。

2、向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增进幼儿安全防火意识。

3、一旦发生火灾，要知道如何自我保护和如何自救。

4、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5、培养幼儿的创新思维和的大胆尝试的精神。

活动准备：

纸、蜡烛、火柴、大中小玻璃杯、电话、湿毛巾、毛巾被等。

活动过程：



一、感受火

1、老师出示一张纸和火柴，提醒幼儿注意观察纸被点燃后的
情形，注意火焰的颜色

感知火发出的光和热，让幼儿在火附近伸手烤一烤，说说自
己的感受。

小结：纸点燃后发出光和热火焰是红色的。

提问：火还能燃着哪些东西？（布，木头、汽油、酒精、蜡
烛等）

2、知道了火能发光发热，组织幼儿讨论火的用途和危害。

（1）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火，请幼儿说出火的用途。（烧饭、
取暖、照明等）

（2）火对人类有什么危害？（烧伤皮肤、烧毁财物、房屋、
森林等）

3、实验：火的熄灭

（1）老师用一个杯子扣住正在燃烧的蜡烛，观察火焰熄灭的
过程，启发幼儿思考火焰熄灭的原因。（燃烧需要空气）

（2）老师用大、中、小三个玻璃杯同时扣住三只燃烧的蜡烛，
观察哪去蜡烛先灭，想一想为什么三支蜡烛熄灭的时间不同？
（杯中空气的多少，影响蜡烛燃烧的.时间）

小结：如果想使火焰熄灭，必须使火和空气隔绝。

二、讨论灭火

1、组织幼儿讨论：



（1）发生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小孩玩火、乱丢火烟头、在
禁放区燃放烟花、用明火照明寻找物品、地地震、打雷、乱
拉乱接电线等）

（2）怎么样防止火灾发生？

（3）如果发生火灾，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实现自我保护与
逃生自救？

a：如果所在房间有电话，赶快打119报警，并说明着火的详细
地址，什么街，哪号楼或附近有什么明显标志及单位。

b：室外着火门已发烫里千万不要开门，并用毛巾、衣服或床
单塞住门缝，以防浓烟跑进来，如门不很热也没看到火苗，
赶快离开。

c：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被褥等向
安全出口方向冲出去。穿过浓烟逃生里，要尽量使身体贴近
地面，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d：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可就地打滚用厚重衣物压灭火
苗。

e：遇到火灾不可乘坐电梯，要向安全出口方向逃生。

f：若所有逃生线路被大火封锁，要立即退回室内，用打手电
筒、挥舞衣物等方式向窗外发送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可
盲目跳楼。

2、逃生演习

老师发出发生火灾信号，幼儿自选逃生办法进行自救。

活动反思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学生的安全教育是学校的头等大
事，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火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
系，他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
就会给人们带来危害。所以对学生进行防火知识和安全的教
育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老师的职责。通过本节课的学习相
信孩子们消防安全意识都会有所提高，孩子们懂得了火灾虽
无情，但很多时侯火灾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预防的，学生
知道了用自己所学知识如何有效的保护自己，避免火灾的发
生。

安全小卫士大班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的：

1、引导幼儿燃烧现象，了解火的性质、用途及危害。

2、向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增进幼儿安全防火意识。

活动准备：

纸、蜡烛、火柴、大中小玻璃杯、电话、湿毛巾、毛巾被等。

活动过程：

一、感受火

1、老师出示一张纸和火柴，提醒幼儿注意观察纸被点燃后的
情形，注意火焰的颜色

感知火发出的光和热，让幼儿在火附近伸手烤一烤，说说自
己的感受。

小结：纸点燃后发出光和热火焰是红色的。



提问：火还能燃着哪些东西?(布，木头、汽油、酒精、蜡烛
等)

2、知道了火能发光发热，组织幼儿讨论火的用途和危害。

(1)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火，请幼儿说出火的用途。(烧饭、
取暖、照明等)

(2)火对人类有什么危害?(烧伤皮肤、烧毁财物、房屋、森林
等)

3、实验：火的熄灭

(1)老师用一个杯子扣住正在燃烧的蜡烛，观察火焰熄灭的过
程，启发幼儿思考火焰熄灭的原因。(燃烧需要空气)

(2)老师用大、中、小三个玻璃杯同时扣住三只燃烧的蜡烛，
观察哪去蜡烛先灭，想一想为什么三支蜡烛熄灭的时间不
同?(杯中空气的多少，影响蜡烛燃烧的时间)

小结：如果想使火焰熄灭，必须使火和空气隔绝。

二、讨论灭火

1、组织幼儿讨论：

(1)发生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小孩玩火、乱丢火烟头、在禁放
区燃放烟花、用明火照明寻找物品、地地震、打雷、乱拉乱
接电线等)

(2)怎么样防止火灾发生?

(3)如果发生火灾，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实现自我保护与逃
生自救?



a：如果所在房间有电话，赶快打119报警，并说明着火的详细
地址，什么街，哪号楼或附近有什么明显标志及单位。

b：室外着火门已发烫里千万不要开门，并用毛巾、衣服或床
单塞住门缝，以防浓烟跑进来，如门不很热也没看到火苗，
赶快离开。

c：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被褥等向
安全出口方向冲出去。穿过浓烟逃生里，要尽量使身体贴近
地面，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d：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可就地打滚用厚重衣物压灭火
苗。

e：遇到火灾不可乘坐电梯，要向安全出口方向逃生。

f：若所有逃生线路被大火封锁，要立即退回室内，用打手电
筒、挥舞衣物等方式向窗外发送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可
盲目跳楼。

2、逃生演习

老师发出发生火灾信号，幼儿自选逃生办法进行自救。

教学反思

大班幼儿已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因此我采用直
观教学法，先设置问题，让幼儿带着问题去看课件寻找答案。
此外，我们还适时采用了交流讨论法、赏识激励法、游戏法
层层深入、加以整合。例如：教师大胆地鼓励孩子想办法，
表达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想法是我们现在要倡导的。在这种
活动当中，我们多次的让孩子思考自己在火灾的'时候应该怎
么办?带着问题去思考。以幼儿为主体，创设条件让幼儿参加
探究活动，不仅提高了认识，锻炼了能力，社会情感得到深



化。因此，活动中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引导幼儿是带着问题去
看一看，想一想，说一说，学一学等多种感官参与，不知不
觉就掌握了自我保护的方法，提高了自我保护的意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活动一开始教师就提出问题“听一听
发生是什么声音?”“什么原因引起火灾的?”引发幼儿对老
师提出的问题的关注，兴趣。

在这一过程中，孩子获得经验是零碎的，那怎么进行加工整
理呢?为此，在自由探索后我们就通过幼儿集体讨论方式，对
幼儿获取发生火灾后怎样做进行整理。由于课件投放在孩子
的视线前面，故讲评时可结合课件进行，避免了空洞性。也
点到了火灾发生的几种原因，更进一步让孩子明白了不能随
便玩火。

由于大班孩子都是具备多维度思考的能力。因此，我们在让
孩子学习如何报火警，逃生两个重要环节中，都是提出问题
让幼儿去思考，说一说。在此我们允许错误的方法和争论，
教师不加以否认。这两个环节，孩子是处于自由，宽松探论
氛围中的。个体经验在集体的讨论中演变成了集体的、提升
后的、有价值的完整经验。

在幼儿都掌握了报火警、逃生方法时，让孩子完全体验，投
入于游戏知识氛围中。在教师生动的言语调动，引导下，师
生共同学习。让游戏的方式对孩子知识的巩固和深化。这种
游戏的形式演练是比较适合孩子年龄的发展特点的，在玩乐
中获得了知识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