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 预防拐骗安全教
案(通用14篇)

教案模板的使用可以使教学更加有序，提高备课的效率和质
量。接下来是一些经验丰富的教师分享的高一教案范文，希
望对大家的备课工作有所帮助。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一

1、通过活动提高小朋友的'安全意识，

2、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被拐骗及走失案例，引起孩子对防拐骗
防走失的重视。

3、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走失知识和走失被拐骗后的自我
解救方法。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1、关于防拐骗走失的ppt课件，情景视频。

2、请客人老师扮演陌生人。

一、情景导入：

1、教师组织幼儿去超市，走到超市门口时，教师假装接电话
说有事离开一会。并叮嘱幼儿不要乱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客人老师拿着糖果贴纸玩具，充当陌生人过来假装问路说，
哎！小朋友，你们知道新宏幼儿园在哪吗？如果孩子用手指
方向老师只给陌生人，那么陌生人要请求孩子帮忙带路，把



陌生人送到新宏幼儿园。

3、另一位客人老师将拐骗演练情景录成视频作为案例放到课
上讲解。

二、结合视频，讲述走失及被拐骗的事例

三、结合图片，向幼儿介绍防拐骗防走失知识。

四、幼儿分享自己经历过的走失经历及处理办法。

五、小结

告诉孩子记住家庭住址，父母工作单位的全称以及电话号码
要记住，要告诉孩子因迷了路和或被拐骗、被绑架时，应找
警察或拨打110电话。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二

活动对象：本班幼儿

为了进一步增强家长和老师的安全教育能力提高幼儿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避免拐骗幼儿和伤害幼儿人身安
全的事故发生。

一、师幼共读儿童绘本《我不跟你走》。了解故事内容，知
道站在原地等，不跟陌生人走。

二、播放有关防拐骗视频。

三、向幼儿讲解应对拐骗的`方法。

1.掌握动向。告诉孩子，外出一定要跟家长“请假”。

2.教点本领。告诉孩子家庭住址、父母工作单位的全称以及



电话号码，并要求记住。要告诉孩子因迷了路或被拐骗、被
绑架，应找警察或拨打“110”电话。

3.防陌生人。告诉孩子，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不要请陌生
人带路，不能搭乘陌生人的车出去，更不可食用陌生人给的
饮料、糖果和其他小食品。告诉孩子，只有医生、护士、父
母才能接触他（她）的身体，如果不认识的人这样做，孩子
应尽快躲开。要鼓励孩子说他遇到的任何事情，要耐心地听
孩子向你诉说他（她）的遭遇。

4.约法三章。父母与学校要讲定通常来接孩子回家的人，并
一起去跟教师熟悉情况，把接送人的电话号码告诉教师，无
人接送时，就留在幼儿园、学校，或请教师打电话给父母等
接送人。

5.打110电话求助。不论是哪个电话，都可打110，电话打通
后，要讲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以便警察及时查找。逃出来
后，要迅速找到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妇联等机关组织报警、
寻求帮助。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三

我不跟陌生人走

1、通过情境活动，让幼儿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能吃
陌生人的东西，不能收陌生人的礼物，不能跟陌生人走。

2、教育幼儿学会保护自己。

3、初步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知道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逃生。



布置两个场景，分别为“幼儿园”“花园小区”

一、营造情景，真情体验。

(一)幼儿园里的陌生人

1、真情讲述，故事导入。在“幼儿园”场景中，xx幼儿园的
小朋友没有人来接，这时来了个陌生人，这名小朋友跟陌生
人走吗?(引出课题)

2、互动表演，真实流露。请幼儿参与，教师扮“陌生人”与
幼儿对话，引诱幼儿跟随“陌生人”走。

(二)社区里的陌生人

2、利用资源，真情表演。幼儿与假扮的陌生人对话，陌生人
拿出礼物哄骗幼儿，观察幼儿的反应。

二、经验分析，情感升华

小结幼儿的表现：向幼儿提问?

1、什么是陌生人?

2、能不能跟陌生人走?为什么?

3、“陌生人”要带你们走，你们应该怎么办?

三、游戏巩固，行为强化。

1、游戏《不跟陌生人走》

幼儿随着音乐走在小路上，突然遇到陌生人，小朋友是怎么
办的?(集体表演)



2、表演后，继续在小路上走，自然结束。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四

1、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被拐骗案例、引起同学们对防拐骗防诱
拐的重视。

2、通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诱
拐知识和被拐骗后的自我解救方法。

教学方法:讲授法、讲事例组织学生讨论

一节课

1、让同学们收集有关被拐骗方面的新闻。

2、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诱拐知识。

3、了解一些被拐骗后的自我解救方法。

（一）导入

１、学生自由发言，陈述所搜集到的'被拐骗被诱拐的事例。

２、呈现主题。

（二）被拐骗被诱拐的事例

１）柴伟是郑州市民，一个月前他16岁的儿子在郑州火车站
附近突然走失，经过多方打听，柴伟得知儿子被人贩子卖到
了山西黑窑场做了苦工。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另
外五家和他一样丢失孩子的家长，几位家长开始联合在山西
黑窑场寻找孩子。在将近两个月的寻找过程中，他们只找到
了一家丢失的孩子，却解救了另外50多名素不相识的童工。



这三个孩子，都是刚从山西被解救出来的。

２）今年3月的一天，18岁的北京女孩王静（化名）在太原被
网友骗了财物。怕被父母骂，她想打工挣回家路费。这个时
候，她认识了吕梁男子郭兰军。郭兰军花言巧语将其骗到了
他的老家——吕梁山区一个山村，并强迫王静做了他的媳妇。
从此，王静开始了她噩梦般的135天。近日，记者从北京警方
获悉，9月19日，王静被北京警方解救。她安全了，但至今那
些非人的生活仍在梦里折磨她。王静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很多
变化。她希望她的经历能够警醒那些上网聊天的女孩，不要
轻信网友。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五

1.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被拐骗案例、引起同学们对防拐骗防诱
拐的重视。

2.通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诱
拐知识和被拐骗后的自我解救方法。

讲授法、讲事例组织学生讨论

时间安排：一节课

1.让同学们收集有关被拐骗方面的新闻。

2.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诱拐知识。

3.了解一些被拐骗后的自我解救方法。

（一）导入

１.学生自由发言，陈述所搜集到的被拐骗被诱拐的事例。



２.呈现主题。

（二）被拐骗被诱拐的事例

１）柴伟是郑州市民，一个月前他16岁的儿子在郑州火车站
附近突然走失，经过多方打听，柴伟得知儿子被人贩子卖到
了山西黑窑场做了苦工。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另
外五家和他一样丢失孩子的家长，几位家长开始联合在山西
黑窑场寻找孩子。在将近两个月的寻找过程中，他们只找到
了一家丢失的孩子，却解救了另外50多名素不相识的童工。
这三个孩子，都是刚从山西被解救出来的。

２）今年3月的.一天，18岁的北京女孩王静（化名）在太原
被网友骗了财物。怕被父母骂，她想打工挣回家路费。这个
时候，她认识了吕梁男子郭兰军。郭兰军花言巧语将其骗到
了他的老家———吕梁山区一个山村，并强迫王静做了他的
媳妇。从此，王静开始了她噩梦般的135天。近日，记者从北
京警方获悉，9月19日，王静被北京警方解救。她安全了，但
至今那些非人的生活仍在梦里折磨她。王静的生活因此发生
了很多变化。她希望她的经历能够警醒那些上网聊天的女孩，
不要轻信网友。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六

：本班教室

为了进一步增强家长和老师的安全教育能力提高幼儿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避免拐骗幼儿和伤害幼儿人身安
全的事故发生。

一、师幼共读儿童绘本《我不跟你走》。了解故事内容，知
道站在原地等，不跟陌生人走。

二、播放有关防拐骗视频。



三、向幼儿讲解应对拐骗的方法。

1.掌握动向。告诉孩子，外出一定要跟家长“请假”。

2.教点本领。告诉孩子家庭住址、父母工作单位的全称以及
电话号码，并要求记住。要告诉孩子因迷了路或被拐骗、被
绑架，应找警察或拨打“110”电话。

3.防陌生人。告诉孩子，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不要请陌生
人带路，不能搭乘陌生人的车出去，更不可食用陌生人给的
饮料、糖果和其他小食品。告诉孩子，只有医生、护士、父
母才能接触他（她）的身体，如果不认识的人这样做，孩子
应尽快躲开。要鼓励孩子说他遇到的'任何事情，要耐心地听
孩子向你诉说他（她）的遭遇。

4.约法三章。父母与学校要讲定通常来接孩子回家的人，并
一起去跟教师熟悉情况，把接送人的电话号码告诉教师，无
人接送时，就留在幼儿园、学校，或请教师打电话给父母等
接送人。

5.打110电话求助。不论是哪个电话，都可打110，电话打通
后，要讲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以便警察及时查找。逃出来
后，要迅速找到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妇联等机关组织报警、
寻求帮助。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七

活动目标：

1、知道独自玩耍或独自在家时不跟陌生人走，不给陌生人开
门。

2、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1、幼儿用书：《不跟陌生人走》。

2、事先让幼儿理解“陌生人”的含义。

活动过程：

一、认识陌生人。

1．教师：你们知道什么是陌生人吗？

小结：陌生人就是我们不认识的人，陌生人不一定都是坏人，
也有好的陌生人，当我们遇到陌生人时，跟我们说话或吃东
西是，不管她是好的或是坏的，我们都要有礼貌的拒绝。

2．老师这里有两个小朋友叫丽丽和齐齐，她们也遇到了陌生
人，看看她们是怎么办？

二、看录像《不跟陌生人走》。

1、教师：丽丽一个人在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这一次，丽
丽没有直接开门，而是从猫眼里往外看，门口站着一个陌生
的阿姨，来人急匆匆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同事，你爸爸叫
我带你去玩，你快跟我去医院吧！”丽丽正想开门，但他一
想说：“谢谢阿姨，我还是先打个电话给妈妈吧！”

小结：当我们小朋友独自在家有陌生人敲门时，我们不能给
他开门，应该有礼貌的拒绝陌生人。



三、看幻灯（一）《不跟陌生人走》。

1、教师：丽丽一个人在楼下玩，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对他
说：“小妹妹，这包糖送给你吧！你想吃冰淇淋吗？我带你
去买，走，跟我走吧！”

2、教师：丽丽能跟这个人走吗？为什么？

小结：陌生人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不管她是好意还是恶意，
我们都要有礼貌的拒绝陌生人的东西。

四、看幻灯（二）《不跟陌生人走》。

1、教师：奇奇在公园里和妈妈走散了，急得哭了起来，一个
陌生人走上前说：“小弟弟，我带你找妈妈吧！”

2、教师：奇奇能跟这个陌生人走吗？

3、教师：请你和小朋友商量一下，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会找谁帮忙？

怎样区别公园的工作人员？（可以找公园的工作人员帮忙，
或是找警察叔叔帮忙）

五、师幼共同小结。

1．在生活中我们小朋友有没有遇到陌生人？你是怎么做的？

2．小结：有时，爸爸妈妈因为有事而让你们独自玩或是独自
在家，小朋友如果碰到陌生人和自己说话、给自己好吃的东
西，邀请自己玩时，不管陌生人说什么，都不能跟陌生人走。

活动延伸：

幼儿讲一些相关的故事，让幼儿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提高



自我保护的主动性。

文档为doc格式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八

防拐骗安全教育知识如下：

1.不相信主动搭话的人，尤其是卖水果或者其他东西的流动
商贩。

2.不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3.放学后，应告诉父母，将去何处，并按时回家，如有特殊
情况，不能按时回家，应设法告知父母。

4.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给陌生人开门，不跟陌生人走。

5.遇到意外时，应立即拨打110报警。

希望以上信息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欢迎告
诉我。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九

1、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跟陌生人走。

2、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处的方法。

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家人，遇到陌生人不能轻信。

1、有关的图片。

2、请一位幼儿园不认识的老师扮演陌生人并设置表演情境。



3、玩具、巧克力、果冻。

一、安全演练

1、教师扮羊妈妈，告诉幼儿要出去找好吃的，请幼儿在家等
妈妈回来，如果有陌生人来，不要离开家。请一个陌生的老
师扮老狼来引诱幼儿。

2、集体讨论：

（1）：妈妈出门前怎么说的？

（2）：老狼来了是怎么说的，宝宝又是怎么做的'?

3、出示图片。

图一：陌生人要你跟他出去玩玩，你不能跟他一起去。

图二：陌生人给你礼物或好吃的时，你不能要。

图三：陌生人要去你家时，你不能带路。

图四：陌生人硬要拉你跟他走时，你要反抗，大声呼救。

二、情境练习

三、情境一：

情境二：一个陌生的阿姨敲门进入教室，对某幼儿说：“我
是你妈妈的好朋友，她今天没有空来接你。让我送你回家，
跟我走吧。”

老师提醒：

（1）你认识她吗？



（2）如果不认识她，能不能轻信她的话，尤其是不能跟陌生
人走。

四、活动延伸

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家人，遇到陌生人不能轻信。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十

1.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遇到热情的人恳求你透露个人信息时，应该要保持警惕，
拒绝对方。

3.遇到喊你帮忙带路的人，要保持警惕，防止被骗去走偏僻
的路，防止被坏人跟踪或迷路。

4.不要随意跟陌生人走，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警惕，
问清对方的去向，再决定是否同行。

5.对于陌生人主动提供给你的食物、饮料，很可能存在危险，
一定不要吃、喝，以防被毒害。

6.对于说带你去找父母亲人的人，很可能是一个骗局，要保
持警惕，防止被骗。

7.不要相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8.对于陌生人主动提出带你离开危险区域的人，要保持警惕，
防止被骗。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十一

防拐骗安全教育知识归纳如下：



1.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把家中信息告诉陌生人。

2.放学后应按时回家，不要擅自到公园、商店等人员复杂的
地方去。

3.遇到陌生人敲门，要先确认他们是谁，不要直接开门。可
以询问他们找谁，有什么事，怎么称呼。

4.遇到自称是远方亲戚或某人的来访者，可以通过拨打亲戚
或朋友所在单位的电话或手机，直接询问是否来过。也可以
给亲戚或朋友打电话确认。

5.遇到向家中送东西或接你回家的人，要先用钥匙开门，然
后给家人打电话，让家人来接。如果强行进入，可以大声呼
救，以引起行人注意。

6.在公共场所，如果有人偷拍你、跟踪你，要设法摆脱，并
及时向老师、父母或警察报告。

7.不要接受陌生人送的东西，特别是食品。

8.遇到车辆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小轿车。不要钻进车里，
以防被套走。

9.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大声呼救，用书包或皮筋敲打玻璃，
引起行人注意。

10.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11.遇到车辆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小轿车。不要钻进车里，
以防被套走。

12.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大声呼救，用书包或皮筋敲打玻璃，
引起行人注意。



13.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14.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特别是帮你看管物品之类的。

15.不要跟随陌生人离开学校或家，除非有家长陪同。

16.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品或礼物。

17.不要跟随陌生人离开学校或家，除非有家长陪同。

18.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特别是帮你看管物品之类的。

19.在学校或家附近走失，要尽快回家告诉家长。

20.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把家中信息告诉陌生人。

21.放学后应按时回家，不要擅自到公园、商店等人员复杂的
地方去。

22.遇到陌生人敲门，要先确认他们是谁，不要直接开门。可
以询问他们找谁，有什么事，怎么称呼。

23.遇到自称是远方亲戚或某人的来访者，可以通过拨打亲戚
或朋友所在单位的电话或手机，直接询问是否来过。也可以
给亲戚或朋友打电话确认。

24.遇到向家中送东西或接你回家的人，要先用钥匙开门，然
后给家人打电话，让家人来接。如果强行进入，可以大声呼
救，以引起行人注意。

25.在公共场所，如果有人偷拍你、跟踪你，要设法摆脱，并
及时向老师、父母或警察报告。

26.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送的东西，特别是食品。



27.遇到车辆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小轿车。不要钻进车里，
以防被套走。

28.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大声呼救，用书包或皮筋敲打玻璃，
引起行人注意。

29.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30.遇到车辆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小轿车。不要钻进车里，
以防被套走。

31.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大声呼救，用书包或皮筋敲打玻璃，
引起行人注意。

32.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33.遇到车辆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小轿车。不要钻进车里，
以防被套走。

34.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大声呼救，用书包或皮筋敲打玻璃，
引起行人注意。

35.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36.遇到车辆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小轿车。不要钻进车里，
以防被套走。

37.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大声呼救，用书包或皮筋敲打玻璃，
引起行人注意。

38.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39.遇到车辆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小轿车。不要钻进车里，
以防被套走。



40.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大声呼救，用书包或皮筋敲打玻璃，
引起行人注意。

41.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42.遇到车辆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小轿车。不要钻进车里，
以防被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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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十二

防拐骗安全教育知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千万不要跟对方走，要坚决拒绝各种搭讪，不要和陌生人
说话。

2.不要跟对方走，更不要搭乘对方提供的车辆，不要进入陌
生的环境和场所。

3.遇到“大额汇款”要千万小心，要拒绝汇款，以免被骗。

4.家长要平时教育孩子，提高孩子的防范意识和能力，以及
自救的能力。

5.如果孩子失踪了，要尽快向亲人和社会公众传播信息，可
以向当地公安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寻求帮助。

6.不要理会陌生人，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7.如果有人自称是警察、法院工作人员或律师，要求开门，
也要先通过猫眼确认对方的身份。

8.不要告诉陌生人自己的个人信息，如家庭住址、父母工作



单位等。

9.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拨打110求助。

10.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特别是夜间出行，要让孩子始
终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十三

1.知道不跟陌生人走。

2.有初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防拐骗模拟演练，绘本《不跟陌生人走》。

1.情境演练：

区域活动时间，幼儿进行区域活动，陌生人（其他班级的家
长）来班级走到任意小朋友面前进行拐骗。

（1）我是新老师，今天我要请你们到外面去抓小蝌蚪，你们
去吗？

（2）我是你妈妈的同事，妈妈请我来接你去她单位。

（3）你们卢老师今天请假，我带你们到外面去玩，你们去吗？

（4）小朋友，我请你吃糖，你和我一起到外面去找妈妈。

2.讨论：

（1）这个阿姨是谁？你认识她吗？

（2）不认识的人，我们能跟她走吗？



（3）绘本：《不跟陌生人走》

防拐骗教案反思大班篇十四

活动名称：

我不跟陌生人走

活动目标：

1、通过情境活动，让幼儿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能吃
陌生人的东西，不能收陌生人的礼物，不能跟陌生人走。

2、教育幼儿学会保护自己。

3、初步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知道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逃生。

活动准备：

布置两个场景，分别为“幼儿园”“花园小区”

活动过程：

一、营造情景，真情体验。

(一)幼儿园里的陌生人

1、真情讲述，故事导入。在“幼儿园”场景中，__幼儿园的
小朋友没有人来接，这时来了个陌生人，这名小朋友跟陌生
人走吗?(引出课题)



2、互动表演，真实流露。请幼儿参与，教师扮“陌生人”与
幼儿对话，引诱幼儿跟随“陌生人”走。

(二)社区里的陌生人

2、利用资源，真情表演。幼儿与假扮的陌生人对话，陌生人
拿出礼物哄骗幼儿，观察幼儿的反应。

二、经验分析，情感升华

小结幼儿的表现：向幼儿提问?

1、什么是陌生人?

2、能不能跟陌生人走?为什么?

3、“陌生人”要带你们走，你们应该怎么办?

三、游戏巩固，行为强化。

1、游戏《不跟陌生人走》

幼儿随着音乐走在小路上，突然遇到陌生人，小朋友是怎么
办的?(集体表演)

2、表演后，继续在小路上走，自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