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安全教育活动反思 安全教育教学
反思(模板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清明节安全教育活动反思篇一

家庭防火这节课我主要是围绕着消防安全知识的普及展开，
主要分为：通过观看火灾事件，了解火灾的'危害，树立防火
意识；熟悉火场中，各种逃生自救的办法；学会应付轻微火
情。

根据小学生年龄小、知识面窄的特点，采用了小学生们喜闻
乐见、通俗易懂的观摩、讨论、竞答、实践等多种教学方式
方法，并紧紧结合发生在身边的火灾案例，对小学生进行了
火灾危害性、家庭用火用电、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等安
全教育，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其增强
消防安全意识、提高防火安全能力，使教育教学真正达到预
期的目的和效果。

清明节安全教育活动反思篇二

家庭防火这节课我主要是围绕着消防安全知识的普及展开，
主要分为：通过观看火灾事件，了解火灾的危害，树立防火
意识;熟悉火场中，各种逃生自救的办法;学会应付轻微火情。
根据小学生年龄小、知识面窄的特点，采用了小学生们喜闻
乐见、通俗易懂的观摩、讨论、竞答、实践等多种教学方式
方法，并紧紧结合发生在身边的火灾案例,对小学生进行了火
灾危害性、家庭用火用电、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等安全
教育,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其增强消



防安全意识、提高防火安全能力，使教育教学真正达到预期
的目的和效果。

清明节安全教育活动反思篇三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学生的安全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
重。

神农架林区覆盖着大面积的'山林，而时刻与人们生活相伴的
火也常给森林和人们带来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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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学生通过学习
能够懂得火灾无情，但很多时侯火灾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
预防的，我们要用自己所学知识有效的保护自己。

清明节安全教育活动反思篇四

家庭防火这节课我主要是围绕着消防安全知识的普及展开，
主要分为：通过观看火灾事件，了解火灾的危害，树立防火
意识;熟悉火场中，各种逃生自救的办法;学会应付轻微火情。
根据小学生年龄小、知识面窄的特点，采用了小学生们喜闻
乐见、通俗易懂的观摩、讨论、竞答、实践等多种教学方式
方法，并紧紧结合发生在身边的火灾案例,对小学生进行了火
灾危害性、家庭用火用电、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等安全
教育,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其增强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防火安全能力，使教育教学真正达到预期的.
目的和效果。

清明节安全教育活动反思篇五

本月我们小班围绕“防震安全教育”，聚焦“地震来了躲起
来”，通过游戏情境的创设，旨在帮助幼儿学会“地震来了
要寻找硬硬、牢牢的地方进行躲藏自护”的好方法。



活动前：家园篇

“如意，地震来啦，地震来啦！”

如意背着书包，立刻从床上跳下，来不及穿鞋（赤脚），赶
紧双手抱头蹲下躲起来。

“地震来了，要向如意一样，找个硬硬、牢牢的地方躲起来，
并且要用小手抱头蹲下躲起来。”

以上是如意家长提供的视频影音。这是集体防震安全教育活
动前，家园配合共同为幼儿搜集经验铺垫拍摄的视频。

活动中：室内篇

在开展防震安全教育中，有“情境演练”环节：模拟地震来
了，幼儿找个硬硬、牢牢的地方躲起来，要用双手抱住头蹲下
（或用软垫放于头顶）躲起来。

出示恐怖声音——“呜——地震啦！”幼儿立刻起身去找班
级内硬硬、牢牢的地方（有全全的地方：证明你找对了）躲
起来。

惊叹孩子们有如此之举，面对地震不惊慌，找个地方来躲藏！

活动后：室外篇

在集体教育活动后，我们又巩固了地震中自救自护的安全经
验，做了室外“地震了”的情境演练：

我：“地震啦！”

幼儿四处逃跑、躲藏，有的躲在长廊长椅下、有的躲在器械
边，殊不知空旷的塑胶场地其实是最安全的。



“赶紧，晓莉老师身边很安全，找个空旷、没人的地方赶紧
躲起来。”宋佩轩躲在我身边，用手抱头蹲下。“宋佩轩躲
得真安全。其他宝宝也赶紧躲好吧。”于是在老师引导下，
幼儿纷纷找到空旷的地方、双手抱头蹲下躲藏。

在“感知理解——情境演练——交流分享——延伸运用”的
模式结构中，幼儿对防震安全教育目标把握明确，在学会自
救自护本领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1、活动前：打基础

充分利用家长资源，通过家园配合与互动的方式，帮助幼儿
做好前期对地震来了要躲藏的经验铺垫，这符合小年龄幼儿
的年龄特点。当然，这也是后续活动的基础与良好保障。

2、活动中：重实践

提升与巩固：教师将幼儿的零星经验通过集体教学活动进行
统整与概括，帮助幼儿梳理经验，在情境演练中又得以验证，
这满足安全教育的模式。

3、活动后：拓延伸

将经验点拓展到后续活动中，面对同样的情境、不同的地方，
幼儿又该如何面对呢？通过教师的及时点播，丰富了幼儿的
防震安全经验，知道在室内室外要寻找不同的地方躲起来，
而并非同等对待。

清明节安全教育活动反思篇六

安全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交通安全教育
尤为重要，因为学生每天上学、放学路上的交通情况比较复
杂，特别是我们学校大多数学生都是乘车上学。根据当前的
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由我主持上了一节交通安全教育主题



班会。在班会的筹划阶段，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很大，应该在
有限的时间内，给学生传授更多的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

在这次主题班会中，我们低年级教研组的全体老师集思广益，
在集体备课过程中，从中小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设计适合
学生年龄特点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获得体验，
懂得远离危险，遇到危险如何自救自助和求助，从而健康、
安全的成长。

本次教学实践，我有以下收获：

在本次主题班会活动中，我搜集了大量图片，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并让学生充分参与讨论，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从而也体现了新课标的精神。通过学生的主动参与，使学生
自己对交通安全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能够自己
认真学习安全知识。

开课创设情境，通过一组组血淋淋的画面，使学生了解学习
交通安全知识的重要性。让学生讲故事、竞赛在这些形式多
样的活动中，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从中学习懂得走路安全、
乘车安全等知识的重要性。我在设计这节课中，灵活、机智
的联系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挖掘潜在的危险，使学生明
白，日常生活中处处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通安全隐患，要学会
远离危险，减少危险的发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所选取的
生活情景，贴近学生生活，切入实际，既有师生的互动，又
有学生与学生间的交流互动，课堂气氛活跃。

了解走路安全、乘车安全、骑车安全等，并通过安全知识竞
赛使学生了解到更多的安全知识和遇到危险时自救、求助的
一些常识。使学生学会关注生活、热爱生活。课堂教学从课
内延伸到课外，从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培养到关注学生
的具体生活和直接经验，并真正深入学生的精神世界，从而
使教学活动生活性、开放性、活动性得到充分体现。



通过这节主题班会课，发现学生对交通安全知识的学习有着
很高的热情。我还应该在安全知识这方面多下些功夫，利用
网络资源，多查找一些交通安全知识，教给学生更多的安全
教育知识。

这次主题班会课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现在开始，就给他们
灌输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时刻培养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
会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上好交通安全教育课，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通过安全教育，我们要把平安的种子撒播进孩子
的心田。当它发芽开花、长成参天大树，我们必将收获更多
的祥和、幸福和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