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防溺水演练活动记录 幼儿园防溺水
安全演练活动总结(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防溺水演练活动记录篇一

适逢我市第xx个“安全生产月”，又值暑期长假来临，为了
有效避免汛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提高幼儿的防范意识和
急救能力，我园在6月28日上午举行了防溺水安全演练活动。

鉴于此次演练活动的特殊性，结合幼儿园实际，本次防溺水
安全演练活动统一安排各班老师在室内组织进行。

活动内容分三部分：一是防溺水知识的宣传教育；二是溺水
后的简单自救；三是如何施救溺水者。

各班老师通过谈话、视频、短片、实例等多种形式向幼儿进
行防溺水知识的宣传教育。

不私自到池塘边、小河边、水库边、水沟边玩耍；

不单独下水游泳；游泳前做好热身运动；游泳时不去不熟悉
的水域；不去深水区；不与小朋友嬉戏等。

其次，教给幼儿不慎落水后的简单自救方法。

1.落水后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

2.冷静地将头顶向后，口向上方，把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
能进行呼吸；



3.千万不能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等。

最后，通过演示、讲解，促使幼儿掌握对溺水者的简单急救
方法。

如果出现有人溺水，不要冒然下水营救；可以大声向周围的
大人求助；同时找身边的漂浮物扔向溺水者，打水上急救电
话xxx等。

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该及时进行急救：

1.若溺者口鼻中有淤泥、杂草和呕吐物，首先应清除，保持
上呼吸道的通畅；

3.若是溺者已昏迷，呼吸很弱或停止呼吸，做完上述处理外，
要进行人工呼吸。

可使溺者仰卧，救护者在身旁用一手捏住溺者的鼻子，另一
手托着他的下颚，吸一口气，然后用嘴对着溺者的嘴将气吹
入。吹完一口气后，离开溺者的嘴，同时松开捏鼻子的手，
并用手压一下溺者的胸部，帮助他呼气。如此有规律地反复
进行，每分钟约做14—20次，开始时可稍慢，以后可适当加
快。

老师们精心组织的这次安全演练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寓较全面的防溺水知识于快乐的游戏活动中，有效地丰富了
幼儿的防溺水知识，提高了幼儿的安全防范意识。

幼儿防溺水演练活动记录篇二

深入贯彻落实_，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认真
贯彻落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学生防溺水专项整治活动的通
知》、全省防溺水视频会议精神和《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
于开展“学生安全千万家活动”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增强



我园对防溺水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全园全面开展防
溺水的安全教育，切实有效的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确保师
生人身安全，为构建“平安校园”提供保障。我园充分依靠
全体教职员工及全体家长，联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切实做
好20__年我园防溺水工作，防患于未然，以保障孩子健康成
长。

二、工作目的

通过开展防溺水安全工作，进一步强化幼儿园安全管理和教
育工作，引导幼儿树立玩水、游泳的安全意识、掌握游泳安
全知识、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三、工作目标

以不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溺水事故为目标，全面
清查、整改学校安全隐患，杜绝伤亡事故的发生。通过召开
防溺水事故的专题会议等活动，进一步强化幼儿园安全教育
工作，帮助孩子树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
护能力;动员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幼儿园安全工作，保证幼
儿园的教育教学工作健康有序的开展。

四、方案主题

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遏制溺水事故的发生。

五、组织领导

六、工作实施

1、召开预防发生溺水事故的专题会议，学习市教育局学生科
《关于开展学生防溺水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和全省防溺水
视频会议精神，成立防溺水安全教育领导小组，制定防溺水
安全预案，召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专题教师会、班



主任动员会，防“溺水”重点人员专题家长会，每班开展
防“溺水”安全教育课，为进一步提高每一位教师、每一位
家长、每一位孩子的防“溺水”的安全意识，通知全园师生、
教职员工按时收看瑞安电视台“安全视界”珍爱生命，预防
溺水知识，全园分3场次组织全体幼儿和教职员工在四楼多功
能厅观看《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安全教育录像片，校园
广播放学前2分钟安全教育资料(防溺水安全教育)，校门口宣
传栏、班级育儿栏里张贴(挂)防溺水资料。为加强家长对孩
子的看护和监督，发放《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家长书》人
手一份，跟每一位家长、每位老师、每一位孩子签订《珍爱
生命、预防溺水》安全承诺书，并进行全园《珍爱生命，预
防溺水》的家长和孩子的现场签名活动。将防溺水工作层层
落实到实处。加强班子成员及老师的值班力度，假期里安排
老师在园值日。

2、深入开展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我们要在做好各项安全工
作的同时，园内张贴宣传标语，园屏幕滚动防溺水安全标语，
重点开展预防溺水的安全教育课、专题家长会、告家长书、
观看录像等典型事例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向孩子普及游泳安
全知识。

通过组织国旗下讲话、育儿栏、宣传栏的宣传教育等活动。
及假期前分发人手一份的《假期致家长一封信》，信里明确
要求孩子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
与同学结伴游泳嬉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无安
全保障的危险水域游泳或玩耍，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增
强广大师生游泳安全意识，提高了每一个孩子的安全意识和
自护自救能力。

3、调查摸清本区域内的危险地段、河段，及时告知幼儿和家
长。加强与镇、村及相关部门的联系，督促班主任、科任教
师与家长的沟通工作，共同做好孩子校外防溺水安全工作。
建立健全各方参与、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防范的工作
机制。督促村、社区加强对辖区内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工作，



努力消除安全隐患。

4、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学生安全千万家活
动”的通知》(浙教电传〔20__〕231号)通报，自6月27日以
来6天时间内全省15名中小学生和幼儿溺水死亡。我市自6
月12日以来陆续有3名中小学生发生溺亡事故。这些沉痛的教
训一再给我们敲响警钟。暑假期间，防范孩子溺水工作任务
将更加艰巨。为有效预防幼儿溺水死亡事故的发生。

我园在7月11日开展园务会，对预防孩子发生溺水工作现状进
行一次认真分析，开展一次排查，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隐患。成立“学生安全千万家活动”的领导小组。7
月12-25日全园各班级根据实际情况全面开展“学生安全千万
家活动”的电话家访工作或走访，特别关注留守儿童、单亲
家庭子女的安全教育和监管工作，督促孩子家长切实加强对
孩子的监管，特别是增强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的家长的
安全意识和监护人的责任意识，使家长在孩子上学放学路上、
中午、傍晚、节假日、暑假等脱离学校和老师监管的时段，
切实担负起监护人的责任，避免产生监控“空档”。7月26日
整理“学生安全千万家活动”电话家访工作情况的汇总。

幼儿防溺水演练活动记录篇三

1、初-§步懂得进餐礼仪，知道要文明进餐。

2、能用较连贯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3、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口杯若干，水果拼盘，盘子若千等。

1、创设进餐情境：教室正前方摆放2张桌子，桌子上放着若



干已倒好的饮料，和人数一样多的小盘子、水果拼盘、牙签。
请几个幼儿分别到桌前坐好，让他们进餐，并请幼儿观察他
们进餐的情境。

请幼儿分组讨论：他们进餐时是怎样的，谁做得对做得好？

幼儿总结：

我们以后，吃饭不掉饭粒，进餐时不能声讲话，因为吃饭讲
话不卫生，小朋友吃饭要安静，慊得尊重别人，对别人要有
礼貌，吃好饭后，安静等小朋友，不能下座位乱走动等。

教师小结：

小朋友说得都对，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进餐习惯，懂得文明进
餐，老师想只要小朋友们都能管好自己的小嘴巴，安安静静
地吃饭，别班的小朋友也能跟着安静下来，对吧！以后就要
看小朋友们的`表现了。

游戏：文明进餐，把幼儿分组，模拟进餐情境，其他幼儿当
观众，看进餐的幼儿能否做到文明进餐。教师和幼儿一起对
游戏进行评价。

结束：幼儿小鸟般飞出教室。

本次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懂得进餐礼仪，知道要文明进餐；能
用较连贯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师在活动中要通过观看
孩子们创设的进餐情境表。

通过活动，幼儿知道了进餐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礼仪，如进餐
时不讲话，不能一心二用，不能挑食，吃完自己的一份食物
后再离开餐桌。正确使用餐具，爱护卫生，进餐时保持自己、
桌面、地面的清洁，进餐后会收拾自己的餐具并及时进行漱
口和擦嘴。本次教学活动中，我虽然抓住了幼儿的心理特征，



但是在材料的准备上，还不够充分，不能够给幼儿更多的提
示。

一个成功的活动，离不开教师对每个环节精心的设计与考虑。
总之，我们教师平时要多善于观察、多思考、多去了解幼儿，
时刻做一个有心人。

幼儿防溺水演练活动记录篇四

1、了解文明进餐礼仪，知道主食、蔬菜、肉类、海鲜里有丰
富的营养。

2、能够荤素搭配地选择午餐，并正确地使用餐具，根据自己
的饭量自主取餐。

3、养成不挑食、不浪费的进餐习惯，提高自我服务能力。

4、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5、教幼儿养成细心、认真的学习态度。

1、活动前，幼儿与家长一起搜集主食、蔬菜、海鲜等食物中
的营养介绍。

2、教师与伙房联系，午餐为幼儿提供主食、荤菜、素菜、水
果各2~3种。

3、为幼儿准备自主取餐的勺子、夹子等工具，播放轻音乐。

4、准备：彩笔，画纸，展板，双面胶等。

5、故事《小白和小黑》图片4幅：

图片1：吃饭时，小白挑食，不吃青菜；小黑什么都吃，不挑



食。

图片2：小白生病了，躺在床上很痛苦；小黑在外面玩得很开
心。

图片3：同伴告诉小白：“就是因为你挑食，所以身体不好，
总生病。”

图片4：小白向小黑学习，吃饭不再挑食了。

1、不挑食，身体好。

（1）欣赏故事《小白和小黑》，知道不挑食是好习惯。

提出问题，引导幼儿讨论：吃饭的时候，小白和小黑有什么
不同？小白为什么总是生病？

后来小白怎样了？让幼儿明白：应该向小黑学习，不挑食，
身体好！

（2）引导幼儿相互交流自己搜集的有关食品营养的资料，了
解主食、蔬菜、肉类、海鲜里的各种营养物质。

（3）制作“食物营养提示板”，以便报餐员每天为家介绍饭
菜营养。幼儿用简单的符号画出各类食品的营养成分后，教
师助幼儿将卡片按照主食，蔬菜、肉类、海鲜等进行分类并
粘贴，制作成“食物营养提示板”。

3、快乐自助餐

（1）介绍饭菜营养，学习荤素搭配。

小结：注意粗细搭配、荤素搭配、干湿搭配，饭后吃水果有
助于食物的消化。



（2）交流讨论，了解进餐礼仪。

进餐前讨论：吃自助餐时应该注意什么？使幼儿明确进餐礼
仪：不拥挤，不撒饭；一次不要取很多，以免浪费；不够时
主动去取。

（1）教师指导幼儿正确使用餐具，自主取餐。幼儿取餐后，
可自由结伴就餐。在进餐过程中，教师可为幼儿播放轻音乐，
创设宽松温馨的进餐环境。

小白和小黑

在同一个小区里，住着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小白，一个叫小
黑。吃饭的时候，小白很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土豆、
萝卜、青菜都不爱吃，长得又瘦又黑，经常生病。而小黑呢，
他什么菜都喜欢吃，青菜、萝卜、芹菜、豆、肉，从不挑食，
口口吃得很香。小黑长得壮壮的，人人看了都喜爱。有一天，
小白又生病了，来看望他的小伙伴说：“小白，你怎么又生
病了？你看人家小黑，身体多壮啊，从来不生病。”小白听
了，难为情的低下了头。从此以后，小白学小黑，样样菜都
吃，没吃多久，小白长的跟小黑一样壮了，不再轻易生病了。
小伙伴们见了也非常高兴。

幼儿防溺水演练活动记录篇五

1、让幼儿知道在戏剧院里看演出时的礼仪要求。

2、培养幼儿良好的公共场所礼仪。

3、发展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动手能力。

4、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看话剧提前到开演前要坐好，结束时应鼓掌有秩序离剧场。



木偶剧视频

（一）导入活动。

老师：“你们以前看过木偶剧吗？小朋友，你们知道话剧、
木偶剧和电影有什么不一样吗？”（电影是先拍好，木偶剧
和话剧是有演员现场表演的。）

（二）关键步骤

1、讲故事《美美去看木偶剧》。

2、故事讲完后提问：幼儿团讨：

（1）妹妹去看木偶剧都做了什么？

（3）老师引导：一切公共场所都要有相应的礼仪要求，我们
都要按照这些要求去做，这叫做“讲公德”。

3、看礼仪教学带，一起朗诵三字经，完成书上的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