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防校园欺凌教案小班反思(汇总5
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防校园欺凌教案小班反思篇一

1、树立幼儿初步的防范意识。

2、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3、引导幼儿了解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
的话，不跟陌生人走。

4、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5、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1、排练情景表演：小红没上当。

2、录制有关轻信陌生人上当受骗的内容。如：自己在家时随
便给陌生人开门，随便吃陌生人给的食物，在公共场所迷路
了随便跟陌生人走等造成不良后果，选择适合幼儿看的有关
打击拐卖儿童的记录片。

一、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小红没上当"，教师在主要部分给
以提示。

二、讨论，提升经验1、引导幼儿讨论：小红如果轻信了陌生
人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并说一说如果自己遇到了这样情



况时应采取怎样的做法。

2、观看并讲述录象内容，引导幼儿明白遇事要动动脑筋，不
要轻易上当受骗。

3、幼儿展开讨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简单记录，教师
将幼儿的记录进行整理、张贴、以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4、开展"有奖竟猜"游戏，可将幼儿分为男女两方，提出问题，
幼儿迅速且较完整的说出想法，答对的一方可奖一朵小红花。

（1）在商店里，不小心和家人走失时，你该怎么办？

（3）你一个人在家时，若有人敲门或门铃响了，你该怎么办？

（4）在幼儿园里玩，有不认识的人来接你，你跟他走吗？你
该怎么办？

三、活动结束请幼儿说说活动中的感受。

防校园欺凌教案小班反思篇二

知道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逃生。

教会幼儿做个胆大的孩子。

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1、教师准备：给幼儿发放《中小幼儿守则》，人手一份，制
作多媒体课件、并搜集典型的校园暴力事例等。

2、幼儿准备：让幼儿宣读背诵《守则》，事先熟知《守则》
内容，并思考校园暴力的表现及怎样正确处理校园暴力事件，
在活动之前让幼儿先思考，活动过程中幼儿能更轻松的接受



和理解活动内容。

(一)认识校园欺凌

1、部分幼儿对校园暴力这一词语还很陌生，或理解不准，所
以利用多媒体展示校园欺凌的定义，首先让幼儿明确何为校
园欺凌。

校园欺凌资料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幼儿之
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
辱造成伤害的行为。此类案件不仅给被害者造成长期的心理
阴影,甚至影响人格发展,施暴者也很可能滑入违法犯罪的歧
途,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发生在学校校园内、幼儿上学或放学途中、学校的.教育活动
中，由老师、同学或校外人员，蓄意滥用语言、躯体力量、
网络、器械等，针对师生的生理、心理、名誉、权利、财产
等实施的达到某种程度的侵害行为，都算作校园暴力。其主
要表现是身体强壮的幼儿欺负弱小的幼儿，令其在心灵及肉
体上感到痛苦。校园欺凌通常都是重复发生，而不是单一的
偶发事件。有时是一人欺负一人；有时集体欺负一人。通常
欺负者不觉得自己不对，而且受害者怕事，默默承受而不敢
反抗和告发欺凌者。因此，恶性循环导致受害者的身心深受
煎熬。

2、观看校园暴力视频，幼儿可以更直观的感受校园暴力的恶
劣性质，进而讨论校园欺凌的危害，提出问题"校园欺凌有哪
些危害?"校园欺凌首先给受害者的身体带来伤害；其次是更
为严重的心理上的伤害，使受害者产生不安全感，产生恐惧
和焦虑。

(二)抵制校园欺凌此环节设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

1、同学间发生矛盾时，作为当事人，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2、矛盾一时难以解开，如何有效扼制校园欺凌的发生?

3、一旦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如何应对?

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从幼儿间出现矛盾时、校园欺凌发生前、
校园欺凌发生中三个不同阶段提出的，能够让幼儿思考在不
同情况下如何处理矛盾，并尽可能的避免校园暴力的发生，
一旦发生校园欺凌，也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伤害。最后师
生共同总结出避免校园欺凌的做法：

从受害者的角度想：不理睬；找老师；懂自救。

从施暴者的角度想：想后果；勿冲动；换位思考。

引案例能够让幼儿设身处地的思考如何保护自己，并引导幼
儿回答：

1、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是避免侵害的前提；

2、面对不法分子的侵害首先要迅速而准确地作出判断，然后
机智勇敢灵活地与其斗争；

3、积极寻求家长、学校和社会的保护；

4、受到侵害时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防校园欺凌教案小班反思篇三

1、遇到突发事件时，幼儿能镇定并选择安全地带逃离。

2、幼儿熟悉安全撤离路径，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增强安全意
识。活动准备：紧急撤离的事例或图片、幼儿园紧急撤离图
活动过程：



1、观看讨论

（1）组织幼儿观看录象，暴力事件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2）提问：“如果遇到暴力事情时怎么办？”

引导幼儿说说自己的.见识和感受。知道遇到突发事件不要慌，
有秩序地撤离可以避免危害的发生。

2、图示解释

（1）出示班级撤离图，带幼儿观察并找出班级在紧急情况下
撤离的路径和位置。

（2）引导幼儿讨论：为什么撤离时要走图中标注的路径？使
幼儿了解图中标注的撤离路径是离户外安全地带最近的一条
通道。

（3）带幼儿观察撤离路径的条件（几层楼梯、弯道情况等），
引导幼儿讨论：怎样走，到达安全地带最快？启发幼儿讲述
撤离方法和注意事项。如可以分成两队，沿楼梯两侧迅速撤
离；按顺序，不拥挤；听老师的指挥等。

3、实践演习

组织幼儿进行防暴演习，为幼儿积累一定的逃离经验。

防校园欺凌教案小班反思篇四

知道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逃生。

教会幼儿做个胆大的孩子。

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1、教师准备：给幼儿发放《中小幼儿守则》，人手一份，制
作多媒体课件、并搜集典型的校园暴力事例等。

2、幼儿准备：让幼儿宣读背诵《守则》，事先熟知《守则》
内容，并思考校园暴力的表现及怎样正确处理校园暴力事件，
在活动之前让幼儿先思考，活动过程中幼儿能更轻松的接受
和理解活动内容。

(一)认识校园欺凌

1、部分幼儿对校园暴力这一词语还很陌生，或理解不准，所
以利用多媒体展示校园欺凌的定义，首先让幼儿明确何为校
园欺凌。

校园欺凌资料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幼儿之
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
辱造成伤害的行为。此类案件不仅给被害者造成长期的心理
阴影,甚至影响人格发展,施暴者也很可能滑入违法犯罪的歧
途,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发生在学校校园内、幼儿上学或放学途中、学校的教育活动
中，由老师、同学或校外人员，蓄意滥用语言、躯体力量、
网络、器械等，针对师生的生理、心理、名誉、权利、财产
等实施的达到某种程度的侵害行为，都算作校园暴力。其主
要表现是身体强壮的幼儿欺负弱小的幼儿，令其在心灵及肉
体上感到痛苦。校园欺凌通常都是重复发生，而不是单一的
偶发事件。有时是一人欺负一人；有时集体欺负一人。通常
欺负者不觉得自己不对，而且受害者怕事，默默承受而不敢
反抗和告发欺凌者。因此，恶性循环导致受害者的身心深受
煎熬。

2、观看校园暴力视频，幼儿可以更直观的感受校园暴力的恶
劣性质，进而讨论校园欺凌的危害，提出问题"校园欺凌有哪
些危害?"校园欺凌首先给受害者的身体带来伤害；其次是更



为严重的心理上的'伤害，使受害者产生不安全感，产生恐惧
和焦虑。

(二)抵制校园欺凌此环节设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

1、同学间发生矛盾时，作为当事人，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2、矛盾一时难以解开，如何有效扼制校园欺凌的发生?

3、一旦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如何应对?

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从幼儿间出现矛盾时、校园欺凌发生前、
校园欺凌发生中三个不同阶段提出的，能够让幼儿思考在不
同情况下如何处理矛盾，并尽可能的避免校园暴力的发生，
一旦发生校园欺凌，也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伤害。最后师
生共同总结出避免校园欺凌的做法：

从受害者的角度想：不理睬；找老师；懂自救。

从施暴者的角度想：想后果；勿冲动；换位思考。

引案例能够让幼儿设身处地的思考如何保护自己，并引导幼
儿回答：

1、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是避免侵害的前提；

3、积极寻求家长、学校和社会的保护；

4、受到侵害时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防校园欺凌教案小班反思篇五

我将本次活动确定为“拒绝校园欺凌，构建和谐校园”。

背景：xx上半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主要有42起，校园暴



力事件高发阶段。我校近期也出现了几起小朋友打架斗殴的
事件。

目的：通过学习，使小朋友们明礼守法，更好地认识什么是
校园暴力，校园暴力的危害性，如何预防和抵制校园暴力，
能与校园暴力做合理有效的斗争，正确处理生活中的各种矛
盾冲突，防微杜渐。

1、教师准备，制作多媒体课件、并搜集典型的校园暴力事例
等。

(一)认识校园欺凌

1、部分小朋友对校园暴力这一词语还很陌生，或理解不准，
所以利用多媒体展示校园欺凌的定义，首先让小朋友明确何
为校园欺凌。

发生在学校校园内、小朋友上学或放学途中、学校的教育活
动中，由老师、小朋友或校外人员，蓄意滥用语言、躯体力
量、网络、器械等，针对师生的生理、心理、名誉、权利、
财产等实施的达到某种程度的侵害行为，都算作校园暴力。
其主要表现是身体强壮的小朋友欺负弱小的小朋友，令其在
心灵及肉体上感到痛苦。校园欺凌通常都是重复发生，而不
是单一的偶发事件。有时是一人欺负一人；有时集体欺负一
人。通常欺负者不觉得自己不对，而且受害者怕事，默默承
受而不敢反抗和告发欺凌者。因此，恶性循环导致受害者的
身心深受煎熬。

2、观看校园暴力视频，小朋友可以更直观的感受校园暴力的
恶劣性质，进而讨论校园欺凌的危害，提出问题“校园欺凌
有哪些危害？”

校园欺凌首先给受害者的身体带来伤害；其次是更为严重的
心理上的.伤害，使受害者产生不安全感，产生恐惧和焦虑。



3、多媒体出示xx年上半年校园暴力事件，并让小朋友结合生
活实际，想一想，产生校园暴力的原因有哪些。小朋友会根
据平时的生活实际，总结出一些原因。

(二)抵制校园欺凌

此环节设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

1、小朋友间发生矛盾时，作为当事人，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2、矛盾一时难以解开，如何有效扼制校园欺凌的发生？

3、一旦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如何应对？

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从小朋友间出现矛盾时、校园欺凌发生
前、校园欺凌发生中三个不同阶段提出的，能够让小朋友思
考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处理矛盾，并尽可能的避免校园暴力的
发生，一旦发生校园欺凌，也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伤害。
最后师生共同总结出避免校园欺凌的做法：

从受害者的角度想：不理睬；找老师；懂自救。

从施暴者的角度想：想后果；勿冲动；换位思考。

（三）校园欺凌案列分析

引案例能够让小朋友设身处地的思考如何保护自己，并引导
小朋友回答：

1、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是避免侵害的前提；

2、面对不法分子的侵害首先要迅速而准确地作出判断，然后
机智勇敢灵活地与其斗争；

3、积极寻求家长、学校和社会的保护；



4、受到侵害时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5、了解校园投诉电话：，报警电话110。

（四）总结

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让小朋友再一次认识到校园暴力的伤
害性，让小朋友明白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会造成恶果，于
人于己都没有好处，小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包容理解，发生矛
盾时及时找老师解决，让小朋友懂得从自身做起，拒绝暴力。

总结语：校园暴力是人际冲突的一个极端，对我们来说是双
重伤害，同时也体现出人际交往的问题。我们共同生活在一
起，就应当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互相包容，仇恨的种子长
不出和平的芽，暴力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让我们一起大声说
“拒绝校园暴力”。这节课后，希望小朋友们进一步向家长、
老师请教自我保护的手段，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希望小朋
友们尽量不看有暴力画面的影视剧，不读有暴力情节的书刊，
不玩有暴力色彩的'游戏，不做有暴力倾向的人，让我们拒绝
暴力，做个健康阳光的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