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下雪天安全教案小班(优质8
篇)

安全教案是针对特定安全问题制定的一种教学计划，旨在提
高人们对于安全意识和应对能力。以下是一些经验丰富的教
师整理的三年级教案，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建议。

幼儿园下雪天安全教案小班篇一

1.理解诗歌内容，初步学习朗诵儿歌。

2.感受诗歌所表达的下雪天的有趣情境。

1.挂图21号；《小朋友的书·冬天里》。

2.图谱。

一、谈话导入活动引发幼儿回忆雪天的场景。

师：有谁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

幼：冬天。

师：冬爷爷让我给小二班的小朋友带来了一份礼物。（教师
出示礼品盒），里面会是什么呢？想看看吗？我请一位小朋
友上来打开冬爷爷的神秘礼盒。

教师请幼儿上来打开礼盒。

师：是什么礼物？

幼：雪花。

师：你们喜欢下雪吗？为什么呢？



幼儿回答。

二、欣赏并理解儿歌。

1.出示下雪的图片。

师：雪花是什么颜色的？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幼儿回答。

教师小结：雪花是白白的，小小的，一片一片从天上飘落下
来。

2.教师朗诵儿歌。

师：这么冷的天，谁出来了呀？

幼：是小狗。

师：你觉得他怕冷吗？

3.教师出示挂图，再次朗诵儿歌。

师：你看到了什么？

幼儿回答。

师：下雪了，屋顶白茫茫的好像戴了一顶什么？

幼：帽子。

师：白茫茫的树林像穿了一件什么呢？

师：雪地上有谁呢？



幼：小狗。

师：小狗怕冷吗？你从哪里看出它不怕冷？你看它身上有穿
衣服吗？

幼：他身子光溜溜的，都没有穿棉袄、戴帽子。

师：那我们听听儿歌里是怎么说的？只有小狗不怕冷，嚓嚓
嚓嚓往外跑。

师：小狗跑到雪地上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师：你们发现白茫茫的雪地有什么变化？

幼：多了很多脚印。

师：那会是谁的脚印呢？

幼：小狗的。

师：你觉得小狗的脚印像什么？

幼：一朵一朵的花。

三、幼儿根据图谱学习朗诵儿歌。

四、教师引导幼儿结合对动物脚印的已有的经验，尝试学习
仿编。

师：除了小狗不怕冷，你们觉得还有哪些小动物会不怕冷的
往外跑呢？

师：比如只有小猫不怕冷，嚓嚓嚓嚓往外跑……

五、幼儿阅读《小朋友的书·冬天里》第10页“下雪了”，



学习儿歌。

活动反思与建议

这活动主要就通过有趣的儿歌，利用拟人的手法将树林、屋
顶穿棉袄、戴帽子等，让幼儿感受下雪时的有趣情境。在活
动的第三环节时，由于前面的活动进行的过快，幼儿并没有
很快的理解儿歌，教师就让幼儿跟着图谱朗诵，没有到达很
好的效果。在仿编的这一环节，教师也没有引导好幼儿对动
物脚印的认识，就进行仿编，主导性过强，幼儿没有很好的
参与其中，没有让幼儿进行很好的仿编。

幼儿园下雪天安全教案小班篇二

1、通过实验操作，感受水（或油）可以减少摩擦力。

2、积极主动地参加实验操作活动，了解正确的实验方法。

毛绒玩具――小熊一只；“小心滑倒”标记图一张。

操作材料――水、每组两个空牛奶盒（大小相同，贴上红、
绿标记）、抹布；光滑的桌面（1米长左右）每组一件。

一、出示“小熊”，引出课题。

1、师：有只小熊挺调皮，下雨天哪里有水他往哪里走，结果
脚底一滑摔了一跤。厨房的地上倒了一滩油，他故意踩上去，
“啪嗒”又摔了一跤。

2、引导幼儿思考：为什么踩在有水、有油的地方会摔跤呢？

3、小熊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做个实验，让小熊明白做
个道理，好吗？



二、教师示范操作――有水特别滑。

2、分别在两条路的起点推动牛奶盒，并在牛奶盒终止处放上
小积木作为标记物。可反复演示几次。

3、引导幼儿观察小结――干的“路”滑，还是有水的“路”
滑？

4、教师归纳总结：有水的路会更滑。因为有了水，摩擦力就
会减少，牛奶盒就可以滑得更远。有水的地方走路容易滑倒，
要特别小心。

三、幼儿分组实验。

1、提醒幼儿先在干的一侧实验，后在有水的一侧实验；用力
要尽量一样。

2、幼儿自由交流实验体会。

四、生活中要“小心滑倒”。

1、出示“小心滑倒”的标记图，理解标志图的含义。

2、引导幼儿讨论生活中哪些地方容易滑倒，需要贴上小心滑
倒的标志。

在美工区制作“小心滑倒”的标志图。

幼儿园下雪天安全教案小班篇三

1、通过实验操作，感受水（或油）可以减少摩擦力。

2、积极主动地参加实验操作活动，了解正确的实验方法。

毛绒玩具——小熊一只；“小心滑倒”标记图一张。



操作材料——水、每组两个空牛奶盒（大小相同，贴上红、
绿标记）、抹布；光滑的桌面（1米长左右）每组一件。

1、师：有只小熊挺调皮，下雨天哪里有水他往哪里走，结果
脚底一滑摔了一跤。厨房的'地上倒了一滩油，他故意踩上去，
“啪嗒”又摔了一跤。

2、引导幼儿思考：为什么踩在有水、有油的地方会摔跤呢？

3、小熊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做个实验，让小熊明白做
个道理，好吗？

2、分别在两条路的起点推动牛奶盒，并在牛奶盒终止处放上
小积木作为标记物。可反复演示几次。

3、引导幼儿观察小结——干的“路”滑，还是有水的“路”
滑？

4、教师归纳总结：有水的路会更滑。因为有了水，摩擦力就
会减少，牛奶盒就可以滑得更远。有水的地方走路容易滑倒，
要特别小心。

1、提醒幼儿先在干的一侧实验，后在有水的一侧实验；用力
要尽量一样。

2、幼儿自由交流实验体会。

1、出示“小心滑倒”的标记图，理解标志图的含义。

2、引导幼儿讨论生活中哪些地方容易滑倒，需要贴上小心滑
倒的标志。



幼儿园下雪天安全教案小班篇四

1、加强养成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2、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本事。

多媒体课件等

1、雨雪天气地面上易结冰，道路湿滑，行走时不能急奔快跑。

2、下雪后不能在道路上堆雪人、打雪仗和滚雪球，这样既不
安全，又会影响交通，甚至发生车祸。

1、课间活动可开展一些有益的健身运动如跳绳、踢毽子等活
动。

2、路面有冰冻要异常细心，预防跌倒摔伤，尤其不能追跑。

3、下楼梯时要异常注意安全，不得拥挤和冲撞他人，做到上
下楼梯靠右行，预防楼梯口踩踏等事故发生。

1、不随身携带烟花爆竹、火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
学校。

2、不玩火，不随意焚烧废纸等。

1、手脚冻僵了，千万不要在炉火上烤或者在热水中浸泡，那
样会构成冻疮甚至溃烂。应当回到温暖的环境中去，使冻僵
部位的温度慢慢回升。

2、如果在野外，应当设法用大衣等将手脚包裹起来，还能够
互相借助体温使冻僵的'手脚暖和过来。

3、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手搓，经过摩擦增加温度，促进自身的



血液循环，以恢复正常。

幼儿园下雪天安全教案小班篇五

1、增加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2、了解一些安全小知识。

3、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4、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5、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一、谈话引入。“这些天下了厚厚的雪，路很滑，在雪天我
们小朋友都要注意哪些事情，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呢？”引
导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一些雪天的安全措施。

二、教师小结

1、首先在雪天，要认真走好每一步，最好选择雪较厚的地方
行走，注意地面状况，尤其避免踩在较薄较平的雪片或冰面
上，严禁打滑。

2、其次是上放学回家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走人行
道。不要在马路上行走或滑冰。

3、雪天穿鞋要讲究。路面容易结冰，不能穿皮鞋、硬塑料底
鞋，最好穿着保暖、防滑性好的鞋子，或者抓地较好的运动
鞋，而且应尽量稳步前行，以防发生事故。

4、户外游戏时，可以玩打雪仗，但一定不要拿雪球往同学脸
上、头上砸。以免伤到眼睛和头部。



5、上下台阶时也要注意，要掌握好身体的重心，保持身体平
衡，避免摔伤。

6、在玩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隐患，如摔伤，划伤，砸伤。

小朋友们，安全来自时刻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冰天雪地，请大家小心翼翼，保护自己！

三、结束部分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雪天气骑自行车开车时怎样注意安全？

寒冷的冬天来了，突如其来的大雪，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欢乐
的同时，同时也留下了安全隐患。为了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快
乐的雪天，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进行一次雪天安全教
育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活动孩子们了解了有关雪天安全知识，
增强了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幼儿园下雪天安全教案小班篇六

1、增加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2、了解一些安全小知识。

3、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4、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5、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一、谈话引入。“这些天下了厚厚的雪，路很滑，在雪天我
们小朋友都要注意哪些事情，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呢?”引导
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一些雪天的安全措施。



二、教师小结

1.首先在雪天，要认真走好每一步，最好选择雪较厚的地方
行走，注意地面状况，尤其避免踩在较薄较平的雪片或冰面
上，严禁打滑。

2、其次是上放学回家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走人行
道。不要在马路上行走或滑冰。

3、雪天穿鞋要讲究。路面容易结冰，不能穿皮鞋、硬塑料底
鞋，最好穿着保暖、防滑性好的鞋子，或者抓地较好的运动
鞋，而且应尽量稳步前行，以防发生事故。

4、户外游戏时，可以玩打雪仗，但一定不要拿雪球往同学脸
上、头上砸。以免伤到眼睛和头部。

5、上下台阶时也要注意，要掌握好身体的重心，保持身体平
衡，避免摔伤。

6、在玩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隐患，如摔伤，划伤，砸伤。

小朋友们，安全来自时刻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冰天雪地，请大家小心翼翼，保护自己!

三、结束部分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雪天气骑自行车开车时怎样注意安全?

寒冷的冬天来了，突如其来的大雪，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欢乐
的同时，同时也留下了安全隐患。为了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快
乐的雪天，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进行一次雪天安全教
育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活动孩子们了解了有关雪天安全知识，
增强了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小百科：雪：从混合云中降落到地面的雪花形态的固体水。



由大量白色不透明的冰晶（雪晶）和其聚合物（雪团）组成
的降水。雪是水在空中凝结再落下的自然现象，或指落下的
雪；雪是水在固态的一种形式。雪只会在很冷的温度及温带
气旋的影响下才会出现，因此亚热带地区和热带地区下雪的
机会较微小。

幼儿园下雪天安全教案小班篇七

1、加强养成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2、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本事。

多媒体课件等

1、雨雪天气地面上易结冰，道路湿滑，行走时不能急奔快跑。

2、下雪后不能在道路上堆雪人、打雪仗和滚雪球，这样既不
安全，又会影响交通，甚至发生车祸。

1、课间活动可开展一些有益的健身运动如跳绳、踢毽子等活
动。

2、路面有冰冻要异常细心，预防跌倒摔伤，尤其不能追跑。

3、下楼梯时要异常注意安全，不得拥挤和冲撞他人，做到上
下楼梯靠右行，预防楼梯口踩踏等事故发生。

1、不随身携带烟花爆竹、火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
学校。

2、不玩火，不随意焚烧废纸等。

1、手脚冻僵了，千万不要在炉火上烤或者在热水中浸泡，那
样会构成冻疮甚至溃烂。应当回到温暖的环境中去，使冻僵



部位的温度慢慢回升。

2、如果在野外，应当设法用大衣等将手脚包裹起来，还能够
互相借助体温使冻僵的手脚暖和过来。

3、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手搓，经过摩擦增加温度，促进自身的
血液循环，以恢复正常。

幼儿园下雪天安全教案小班篇八

1、增加幼儿在雪天的自己保护本事。

2、了解一些安全小知识。

3、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4、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己保护本事。

5、能争取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己保护。

“这些天下了厚厚的雪，路很滑，在雪天我们小朋友都要注
意哪些事情，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呢？”引导幼儿结合自己
的生活经验说一些雪天的安全措施。

1、首先在雪天，要认真走好每一步，选择雪较厚的地方行走，
注意地面状况，尤其避免踩在较薄较平的'雪片或冰面上，严
禁打滑。

2、其次是上放学回家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必须要走人行
道。不要在马路上行走或滑冰。

3、雪天穿鞋要讲究。路面容易结冰，不能穿皮鞋、硬塑料底
鞋，穿着保暖、防滑性好的鞋子，或者抓地较好的运动鞋，
并且应尽量稳步前行，以防发生事故。



4、户外游戏时，能够玩打雪仗，但必须不要拿雪球往同学脸
上、头上砸。以免伤到眼睛和头部。

5、上下台阶时也要注意，要掌握好身体的重心，坚持身体平
衡，避免摔伤。

6、在玩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隐患，如摔伤，划伤，砸伤。

小朋友们，安全来自时刻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冰天雪地，请大家细心翼翼，保护自己！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雪天气骑自行车开车时怎样注意安全？

寒冷的冬天来了，突如其来的大雪，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欢乐
的同时，同时也留下了安全隐患。为了让孩子们度过安全欢
乐的雪天，提高幼儿的自己保护意识，进行一次雪天安全教
育是十分必要的。经过活动孩子们了解了有关雪天安全知识，
增强了幼儿在雪天的自己保护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