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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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安全教育会咬人的电教学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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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教育会咬人的电教学反思篇二

在四（4）班上了《珍爱生命远离火灾》这节地方课以后，对
我的促动很大，没有想到学生这么喜欢上消防安全课。这节
课的教学目的基本达到，暨是：引导学生认识火灾的巨大危
害，帮助学生了解防火的基本常识及火场自自救的基本方法，
培养学生火场中自护自救的基本能力，提高学生的防范火灾、
珍爱生命的意识，渗透学生对消防官兵的热爱与敬重。但是
静下心来我认真的反思我的课堂，总结我的课堂，有以下几
点体会：

在查找身边火灾隐患的讨论交流中，提高了学生的防范火灾、
珍爱生命的意识，有的同学在替我们身边的学校担心、为我
们的家庭担心、为我们的森林担心，有的同学还由此想到我
校的消防现状……从同学们的讨论声中，我惊喜地发现，一



次消防安全科，竟也能激发并增强同学们的社会责任感，真
不简单！

如何在火场中学会自救与逃生呢？这是本课的又一教学重点。
为突出这一重点，我结合视频，给学生于启发引导，接着让
学生现场学习与演练用干粉灭火器灭火的自救方法，学习报
火警电话，最后，让学生通过视频学习火场逃生方法，认清
火场中的安全通道、逃生标志，以及基本的保护措施，逐步
培养学生在火灾中自护、自救与逃生的基本能力。

。

1、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特点，我要抓住远离火灾这
个重点，重点教给学生在火场怎么样逃生，显然这方面我做
的不够好，仅仅是看了火场自救与逃生的视频，演练了怎么
样报火警？而老师没有强调、没有和学生讨论逃生方法，也
没有系统的教给学生逃的方法，重点不突出。

2、逃生的教具准备不够。比如毛巾、水、白布等。

3、教学内容偏多，太广泛，课的容量大，重点不突出，教学
内容开口要小。

4、在课的前半部分，查找隐患的部分我放的太开，学生查找
的多，我可以适当分类，避免学生重复说，可以为后面的学
会自救留下更多的时间。更好的突出重点。

安全教育会咬人的电教学反思篇三

在本课中以合理营养与食品安全为教学主线，采用“高效课
堂教学模式”展开课堂活动。本课的特色主要有：

1、生物课程《标准》倡导探究性学习，力图改变学生的学习
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逐步培养



学生收集和处理科学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等，突出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注重突出教师
的教，学生被动的接受，不少学生在课堂上处于压抑状态，
犹如学习的旁观者，教师对学生教得越多，提供给学生主动
获取知识、思考和行动的机会就越少，教学过程的活力和效
益就越低，教学既然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没有学生积
极主动的参与，就谈不上教学效果的提高、课程理念的实现，
如何让学生主动有效地参与这节课的教学过程呢？创设学生
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调动全体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
学活动。学生通过食谱设计与分析、食品包装袋的收集与讨
论等教学环节，训练了获取和处理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
交流与合作等能力，学会倾听、学会学习、学会研究。

2、教学过程能把学习知识、发展能力、培养情感有机地结合
起来。如：通过学生自我分析常见的不良饮食习惯、推荐同
龄人营养食谱、为长辈设计营养午餐等过程，将所学知识上
升为意识，再将意识转化为行为。此外，通过亲自动手为父
母烹饪可口的饭菜，充分表现自我，体验成功，同时也培养
了关心他人、孝敬长辈的情感。

3、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解决生活中的科学问题，真
正让生活走进了课堂，体现了科学知识在指导健康生活中的
价值，实践“科学为大众”的教育目标。为了更贴近同学们
的生活，教学中有许多创造。例如，以我们学校运动会上、
集队时频频有学生晕倒的现象引出本节课的第一大主题：合
理营养。为家长设计食谱不仅仅是买、煮、品的一个过程，
让家里有条件的同学用相机或摄录机把这一个过程记录下来，
这对于第一次煮饭的同学来说是一次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又例如，在第二大主题“食品安全”的学习中，十分注重学
生的实际经验和生活中的“发现”，如鲜肉、鲜鱼、鲜菜的
识别标准；四季豆煮不熟会中毒，霉变的花生含致癌物；路
边烧烤、油炸食品也会有致癌物质等，都是超出教材，学生的



“发现”；如建议农民不应乱扔农药瓶到河里，防止污染水
域中的生物，再经食物链传递给人类等等。都说明了学生有
许多实际的经验和“发现”，只要积极性调动的好，并给于
学生表达和交流的机会，科学教育就更能生活化，生活处处
有科学，生活处处用科学。

通过本课的教学，我认为生物课堂教学中能多联系学生感兴
趣的事，多让学生主动参与，就会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同
时，作为教师，也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更新理念，引领
学生创造与发展，真正实现教育的目标。

安全教育会咬人的电教学反思篇四

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是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实践
证明，体验是学生发展能力、形成技能的最好途径。学生安
全教育，教师只是一味地反复叮嘱或是训斥，而没有真正让
学生去体验、去感受，那么学生是无法形成良好的技能的。
笔者通过多年对学校安全教育管理的实践、总结、反思，认
为学生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应从小事入手，在小事中让学
生体验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及自我保护的过程，从而形成技能。

例如，现在有的小学生在削铅笔时不小心把手指割破，捏着
伤口，哭着，跑进老师办公室请求老师帮助；有学生上体育
课，不小心脚上擦破了皮，哭着……各种各样的大小问题都
找老师或者找家长，学生没有自己处理的意识。针对这一点，
我们的班级里是否可以开展一些活动，倡议大家自己能解决
的小伤小问题自己解决，同时，通过老师教，学生互帮互学
练，让学生掌握一些简单包扎方法。学校或班上可以准备一
些伤口消毒的常用药水，如医用酒精、红汞、双氧水等和一
些包扎伤口用的物品，如创可帖、橡胶布、棉纱等，用来平
时让学生尝试包扎一些轻微的小伤口。学生在校园里发生的
一些小意外，能自行简单处理，并在处理时互相帮助、相互
协作，共同体验自救、互救的过程，感受自救、互救中的情
感体验，既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又提高了自我保护能力。



教会学生自我保护的方法，培养学生自我保护的能力，使之
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沉着对付突发事件，这是安全教育的目
的，也可说是现代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创设的情境
中，通过体验让学生学习自我保护的方法，是一种捷径，能
取到事半功倍之效。例如，发现学生带了打火机到学校里玩，
教师可利用这一次机会创设教室里着火的情境（烧旧报纸，
制造浓烟），()让全体学生参加火灾逃生演习。演习后要认
真进行总结，肯定利用逃生知识逃生的学生，指出演习中存
在的问题及其引发的后果。在这样的情景下，学生既能体验
火场的紧张场面，又学到了火场逃生方法，同时教育了违反
纪律的学生，增强了大家防火意识，可谓一举多得。

安全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使学生形成安全行为，从而在学习
生活中远离安全事故。学校是公共场所，学习是集体性生活，
学生是未成年、缺乏责任感的人群，安全隐患难以避免。我
们要做好的就是防患于未然。防患于未然，重中之重是扎扎
实实抓好养成教育，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引导学生以文明
的行为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生活、成长。学校和教师特别
是班主任，应认真组织和引导学生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有益
身心的课外活动。以此去占领学生课余时间和空间，使之远
离安全事故。

安全教育会咬人的电教学反思篇五

镜头一：

镜头二：

放学了，五年级某学生下楼，还有五、六级台阶他一个箭步
纵身跳下去，与其他同学发生刮碰，重重地摔到在地上。只听
“哎哟”一声，胳臂骨折。

除了我们亲眼所见和发生在身边的类似现象外，新闻媒体时
有报道。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全国中小学生每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6万之多，平均每天就要有40名中小
学生死于非命。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学校教育工作
者的面前：学生伤害离我们有多远？安全隐患时刻在我们身
边。

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学校“安全第一”，这是大家的共识，学
校教育把安全放在头等位置是十分必要的。最近，颁布的
《中小学管理规范》把“安全管理”列为学校基础管理。安
全教育是学校“安全管理”的核心，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是学校安全教育的主要任务。要抓好学生的安
全教育，重要的是抓好班级安全教育。班级安全教育要从小
事做起，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循循善诱，
潜移默化。

首先，晓之以理，从小事中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我们总有这样的体会：现在的学生难教。是的，现在的学生
接触的事物并不比成人少，并容易受到社会大气候的影响，
导致学校教育常常在社会不良气氛中显得苍白无力。如何抵
制这些消极影响呢？必须注重从学生的日常小事入手，润物
细无声，在小事中挖掘安全教育的材料。

（1）从听到的小事中让学生懂得遵章守纪与安全同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听到这样那样的事儿，其中不少是进
行安全教育的好材料，如果我们善于发现、挖掘，学生会很
容易接受教育。如：组织学生平时注意收集广播、电视、生
活中听到的安全事故，然后谈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对学生
收集的材料和体会，进行必要的点评，并张贴宣传，给学生
以安全警示教育。

（2）从看到的小事中让学生懂得文明与安全同行。

眼睛是我们接受信息的重要途径，生活中看到的许多小事同



样是很好的安全教育材料。安全隐患不可根除，也时时在我
们身边，我们要做的就是防患于未然。镜头一、镜头二的情
况就经常在学校出现，镜头二的后果就比较严重。利用发生
在学生身边的镜头一，班主任可在班队活动课上让学生讨论：
假如有同学踩着了这位女同学，后果会怎样？假如那时是全
校集会，这位女同学会怎样？假如你当时就在这位女同学的
身边，你会怎样做？假如你是这位女同学，你会怎么办？假
如那位男同学的头撞到墙角上后果会怎样？学生在讨论中，
逐步认识到不文明的活动潜在许多危险，进而提高防范发生
类似安全事故的意识。

组织学生寻找发生在身边的安全事故及藏于身边的安全隐患，
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编成小报张贴于班级或学校的橱窗里，让
学生得到警示教育，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教育家第斯多惠
说过，教育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唤醒、激励、鼓
舞。我们通过学生身边的小事唤醒学生对安全事故的重视与
防范。

其次，动之以情，在小事中提高学生自我保护能力。

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是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有研
究表明，体验是学生发展能力、形成技能的最好途径。学生
安全教育，教师只是一味地反复叮嘱或是训斥，而没有真正
让学生去体验、去感受，那么学生是无法形成良好的技能的。
学生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也应从小事入手，在小事中让学
生体验。

学校安全无小事。学校领导和教师要做有心人，安全教育从
点滴小事抓起，要把平安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个学生的心田，
让它发芽开花、长成参天大树。那时我们必将收获更多的祥
和、幸福和安宁，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