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教案安全小卫士反思 大班安全小卫
士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大班教案安全小卫士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感知皮肤在不同环境、运动前后的变化。

2、初步了解皮肤的功能，学习保护皮肤的方法。

活动准备：

1、幼儿用书：《身体小卫士》

2、木偶表演《皮皮历险记》，准备木偶"皮皮"、温度计、冷
毛巾等。

活动过程：

1、教师引导幼儿感知皮肤在不同环境中、运动前后的变化。

(1)、启发幼儿说说在户外操场运动后皮肤的变化。

教师：皮肤在运动后有哪些变化?(如变得红红的、有汗等。)

(2)、教师带领幼儿来到有冷气的空调房间，引导幼儿说说皮
肤在冷气房间里的变化，如感觉很冷、汗毛都竖起来了等。



也可以先去冷的房间，后去锻炼防止感冒。

(3)、教师总结皮肤在不同环境、运动前后的变化，引导幼儿
了解它的特征。

2、启发幼儿感知皮肤是人体的"外套"，让幼儿学习保护皮肤
的方法。

(1)、引导幼儿讨论皮肤的作用。

教师：我们全身到处都是皮肤，皮肤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作
用呢?

(2)、教师和幼儿一起看幼儿用书：《身体小卫士》。通过观
看皮肤被烫伤、划破等图片，启发幼儿说说皮肤损伤时的感
受，知道皮肤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就像人体的健康外套。

(3)、引导幼儿说说日常生活中保护皮肤的方法。

3、比较皮肤在身体生病与身体健康的不同变化，让幼儿学习
简单的处理方法。

(1)、组织幼儿讨论皮肤在生病时的变化。

教师：我们发烧时皮肤会发生什么变化?(如：皮肤很红、身
体很烫等.)

(2)、教师和幼儿看木偶表演：《皮皮历险记》。

教师：当小朋友发烧的时候，感觉皮肤是怎样的?当小朋友身
体健康的时候又有什么感觉?

(3)、教师总结：皮肤可以调节人体的体温，皮肤在发烧时和
身体健康时会不同。



(4)、引导幼儿讨论简单的保护皮肤的方法：当发现皮肤有变
化的时候，可以及时高数成人;在成人帮助下使用温度计，了
解身体的温度;发热时用湿毛巾冷敷，尽量去医院等。

活动反思：

这是一节简单有趣，而且很低有意义的活动课，幼儿是活动
的主体，老师进行了引导，每一人幼儿都积极的参与到其中，
感受到了活动中的快乐，也得到了锻炼，更大意义在于，孩
子们在活动中有了认识，在幼小的心中种下“环保”的种子。

4、大班安全活动我是安全小卫士教案反思

综合活动：我是安全小卫士(大班)

目标：

1、了解安全行为的重要性，初步建立保护自我安全的意识。

2、能主动参与观察活动，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3、能体验合作带来的快乐。

4、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5、知道在发生危险时如何自救。

准备：

1、幼儿状况：幼儿有初步的安全健康知识

2、物质准备：幼儿前期安全记录展板，摄像机，操作材料，
笔

过程：



1、谈话引起幼儿活动的兴趣。

提问：你们最喜欢《猴哥》中的哪个人物?为什么?

师：今天我们也要进行一场“健康大比拼”，比比谁的眼睛
火眼睛睛。

2、通过“健康大比拼”活动，了解安全行为的重要性。

(1) 出示展板，幼儿说一说幼儿园里的安全设施和不安全设
施。教师小结。

(2) 找找图片中不安全的行为。

(3) 观看摄影片段，进行游戏“火眼睛睛”。

师：下面我们将进行“火眼睛睛”的游戏环节。游戏规则：
观看一段录像，请小朋友以最快的速度从中找出不安全的行
为。

3、小组活动

(1) 制作安全警示牌：设计安全警示标记，并粘贴在幼儿园
内及安全设施上。

(2) 制作安全建议书：给幼儿园内还存在的不安全设施提出
改善建议，绘画成安全建议书递交园长。

(3) 安全小记者：请小记者采访客人老师，请客人老师谈一谈
“对小朋友的安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并记录。

4、颁发“安全小卫士”标志

师：我们给每位小朋友颁发“安全小卫士”的标志，并授予
你们光荣的任务，请你们担当“安全小卫士”，在幼儿园里



提醒小朋友注意安全，发现有危险的行为及时制止，让我们
大家都安全、健康、快乐。

活动反思：

幼儿的宣传安全小卫士活动，相信这样更能让孩子在活动中
成长起来!

5、大班安全我是安全小卫士教案反思

案例二：活动名称：创编歌曲《危险的东西不要动》设计意
图： 在《我找到的危险》活动中，孩子找到了许多危险，观
察到幼儿的兴趣很浓，于是我同孩子一起生成了这样一节教
学活动。让孩子通过歌曲创编的形式加深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目标：1、幼儿能基本掌握歌曲旋律，理解歌词含义;2、
能在理解歌词后在原歌词上进行创编，并乐意创编歌词;3、
知道身边有哪些危险，并学会保护自己和提醒朋友注意安全。
4、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5、培养
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活动准
备：1、打火机、插座、暖水瓶、药瓶图片各一。一个幼儿被
火烧手指、一个幼儿被电到、一幼儿被烫到、一幼儿倒下的
图片。2、图的注释。如：打火机(图片)x、一幼儿被火烧手
指(图片)。3、三只小猴子的图片，音乐、黑板、纸张和笔。
活动过程：(一)、开始部分：幼儿练声，复习歌曲《三只小
猴》，熟悉歌曲旋律。1、幼儿跟音乐用唱的方式同老师和小
朋友问好!练声!12 34 | 5 —| 54 32 |1 —||教师指导
语：“平时我们都在向老师和朋友打招呼，今天我们要换个
不同的打招呼的方法，仔细听。”(教师唱，引导幼儿回答。
也可以幼儿同幼儿打招呼。)2、教师出示三只猴子，引导幼
儿复习歌曲《三只小猴》; 教师指导语：“瞧，今天我们请
了三只小猴子来做客，小朋友还记得他们的歌怎么唱的吗?请
你们用好听的声音唱出来!”(二)、基本部分：幼儿听教师范
唱，幼儿根据图饰来学习教师改编的歌词并跟学和创编。1、
教师范唱改编歌词后的歌曲《三只小猴》，引导幼儿仔细倾



听;教师指导语：“老师觉得《三只小猴》的曲子很好听，于
是我也给小朋友带来了一首歌曲，你们仔细听听歌曲里都讲
了些什么?”2、出示图饰，教师第二次范唱，引导幼儿自己
观察图片并理解歌词含义。教师指导语：“刚才朋友们都说
道歌曲中唱了些什么，那现在看看黑板上老师的图饰，在听
老师根据图唱一次，会唱的朋友可以小声的跟唱。” 3、幼
儿分组或分男女跟老师边看图饰边唱歌曲，让幼儿熟悉歌词
和歌曲旋律。4、引出歌曲名字《危险的东西不要碰》，引导
幼儿思考生活中还有哪些危险;教师指导语：“这首歌曲的名
字可不在叫《三只小猴》了，名字是《危险的东西不要碰》。
那朋友们在想想，生活中除了这些危险，还有哪些?如果不小
心保护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5、幼儿将找到的危险和不
小心会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纸上，教师此时清唱歌曲;教师指导
语：“老师为你们准备了一张纸和一只笔，请小朋友将你们
找到的危险和会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纸上。”6、教师小结幼儿
的记录，并选择两三个有特色的幼儿作品展示在黑板上，引
导幼儿唱自己的所画内容;教师指导语：“老师选了三个朋友
的画，咱们来听听他们是怎样告诉我们危险的东西不要碰
的?”7、 幼儿将自己的记录唱给身旁的朋友听同朋友分享和
提醒朋友注意安全;教师指导语：“朋友们都想做安全小卫士，
那现在就把你创编的歌曲唱给身旁的好朋友听吧，用你们的
歌声告诉他们这些是危险的东西不要碰。”(三)、结束部分：
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创编歌曲唱给同龄班的幼儿听，教师小
结此活动。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创编的歌曲唱给同龄班幼儿
听;教师指导语：“作为安全小卫士的我们因该有的责任就是
要学会保护自己和提醒别人学会自我保护，所以呀今天老师
要带你们到隔壁大班去，希望你们能将自己创编的歌曲唱给
他们听，让他们也能知道《危险的东西不要碰》，好吗?”活
动反思： 这个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不仅体验到歌曲创编的快乐，
同时也增强了孩子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意识。在活动中幼
儿积极思考和踊跃回答问题这个现象，让我感受到了欣慰，
这个欣慰在于幼儿这短短三个星期的安全教育没有徒劳，孩
子在活动中逐渐的在成熟和成长。此类活动可以继续延伸下
去，如大带小活动，幼儿的宣传安全小卫士活动，相信这样



更能让孩子在活动中成长起来!

教学反思

幼儿的宣传安全小卫士活动，相信这样更能让孩子在活动中
成长起来!

6、大班健康做安全的小卫士教案反思

活动目标：

1、增强幼儿自我防范的意识，进一步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2、引导幼儿学习与陌生人交往的技巧。

活动准备：

故事《陌生人敲门》

活动过程：

1、听故事：《陌生人敲门》，引导幼儿认真听故事内容并回
答问题。

2、组织幼儿讨论：小红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如果是你，你会
怎样做?启发幼儿根据生活经验讲述。

3、组织幼儿讨论：怎样对待陌生人。

4、安全教育：如何与陌生人交往?

延伸活动：请幼儿注意自己在家时，假如有人敲门学会怎样
与他交往。

活动反思：



这个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不仅体验到歌曲创编的快乐，同时也
增强了孩子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意识。在活动中幼儿积极
思考和踊跃回答问题这个现象，让我感受到了欣慰，这个欣
慰在于幼儿这短短三个星期的安全教育没有徒劳，孩子在活
动中逐渐的在成熟和成长。此类活动可以继续延伸下去，如
大带小活动，幼儿的宣传安全小卫士活动，相信这样更能让
孩子在活动中成长起来!

大班教案安全小卫士反思篇二

设计意图：

在《我找到的危险》活动中，孩子找到了许多危险，观察到
幼儿的.兴趣很浓，于是我同孩子一起生成了这样一节教学活
动。让孩子通过歌曲创编的形式加深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1、幼儿能基本掌握歌曲旋律，理解歌词含义；

2、能在理解歌词后在原歌词上进行创编，并乐意创编歌词；

3、知道身边有哪些危险，并学会保护自己和提醒朋友注意安
全。。

1、打火机、插座、暖水瓶、药瓶图片各一。一个幼儿被火烧
手指、一个幼儿被电到、一幼儿被烫到、一幼儿倒下的图片。

2、图的注释。如：打火机（图片）x、一幼儿被火烧手指（图
片）。

3、三只小猴子的图片，音乐、黑板、纸张和笔。

（一）、开始部分：幼儿练声，复习歌曲《三只小猴》，熟
悉歌曲旋律。



教师指导语：“平时我们都在向老师和朋友打招呼，今天我
们要换个不同的打招呼的方法，仔细听。”（教师唱，引导
幼儿回答。也可以幼儿同幼儿打招呼。）

2、教师出示三只猴子，引导幼儿复习歌曲《三只小猴》；

教师指导语：“瞧，今天我们请了三只小猴子来做客，小朋
友还记得他们的歌怎么唱的吗？请你们用好听的声音唱出
来！”

（二）、基本部分：幼儿听教师范唱，幼儿根据图饰来学习
教师改编的歌词并跟学和创编。

1、教师范唱改编歌词后的歌曲《三只小猴》，引导幼儿仔细
倾听。

教师指导语：“老师觉得《三只小猴》的曲子很好听，于是
我也给小朋友带来了一首歌曲，你们仔细听听歌曲里都讲了
些什么？”

2、出示图饰，教师第二次范唱，引导幼儿自己观察图片并理
解歌词含义；

教师指导语：“刚才朋友们都说道歌曲中唱了些什么，那现
在看看黑板上老师的图饰，在听老师根据图唱一次，会唱的
朋友可以小声的跟唱。”

3、幼儿分组或分男女跟老师边看图饰边唱歌曲，让幼儿熟悉
歌词和歌曲旋律；

4、引出歌曲名字《危险的东西不要碰》，引导幼儿思考生活
中还有哪些危险；

教师指导语：“这首歌曲的名字可不在叫《三只小猴》了，



名字是《危险的东西不要碰》。那朋友们在想想，生活中除
了这些危险，还有哪些？如果不小心保护自己会发生什么事
情呢？”

5、幼儿将找到的危险和不小心会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纸上，教
师此时清唱歌曲；

教师指导语：“老师为你们准备了一张纸和一只笔，请小朋
友将你们找到的危险和会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纸上。”

教师指导语：“老师选了三个朋友的画，咱们来听听他们是
怎样告诉我们危险的东西不要碰的？”

7、幼儿将自己的记录唱给身旁的朋友听同朋友分享和提醒朋
友注意安全；

教师指导语：“朋友们都想做安全小卫士，那现在就把你创
编的歌曲唱给身旁的好朋友听吧，用你们的歌声告诉他们这
些是危险的东西不要碰。”

（三）、结束部分：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创编歌曲唱给同龄
班的幼儿听，教师小结此活动。

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创编的歌曲唱给同龄班幼儿听；

教师指导语：“作为安全小卫士的我们因该有的责任就是要
学会保护自己和提醒别人学会自我保护，所以呀今天老师要
带你们到隔壁大班去，希望你们能将自己创编的歌曲唱给他
们听，让他们也能知道《危险的东西不要碰》，好吗？”

活动反思：

这个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不仅体验到歌曲创编的快乐，同时也
增强了孩子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意识。在活动中幼儿积极



思考和踊跃回答问题这个现象，让我感受到了欣慰，这个欣
慰在于幼儿这短短三个星期的安全教育没有徒劳，孩子在活
动中逐渐的在成熟和成长。此类活动可以继续延伸下去，如
大带小活动，幼儿的宣传安全小卫士活动，相信这样更能让
孩子在活动中成长起来！

大班教案安全小卫士反思篇三

1.能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增强对班级和同伴的责任感。

2.能关注周围环境，找出班级中的安全隐患，并设计相应标
志。

3.学会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幼儿热爱生活，快乐生活的良
好情感。

4.让幼儿知道愉快有益于身体健康。

挂图、彩笔、胶带。

1.出示安全标志图，引导幼儿找出自己认识的标记，并说一
说在哪里见过，代表什么意思。感受在生活中标志无处不在，
知道其作用，体会标志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2.请幼儿自由分组，寻找班级中的'安全隐患。

(1)幼儿分组观察班级里的环境，查找班级中有危险的地方。

(2)讨论：班级中有哪些不安全的事物?会带来什么危险?应该
怎么预防?

3.幼儿以绘画、符号等表征方式为班级设计安全标志，教师
帮幼儿将设计意图用文字说明。



4.幼儿相互介绍自己设计的标志，并张贴在适宜位置。

大班教案安全小卫士反思篇四

1.能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增强对班级和同伴的责任感。

2.能关注周围环境，找出班级中的安全隐患，并设计相应标
志。

3.学会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幼儿热爱生活，快乐生活的良
好情感。

4.让幼儿知道愉快有益于身体健康。

挂图、 彩笔、胶带。

1.出示安全标志图，引导幼儿找出自己认识的标记，并说一
说在哪里见过，代表什么意思。感受在生活中标志无处不在，
知道其作用，体会标志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2.请幼儿自由分组，寻找班级中的安全隐患。

(1) 幼儿分组观察班级里的环境，查找班级中有危险的地方。

(2) 讨论：班级中有哪些不安全的事物?会带来什么危险?应
该怎么预防?

3.幼儿以绘画、符号等表征方式为班级设计安全标志，教师
帮幼儿将设计意图用文字说明。

4.幼儿相互介绍自己设计的标志，并张贴在适宜位置。

这个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不仅体验到歌曲创编的快乐，同时也
增强了孩子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意识。在活动中幼儿积极



思考和踊跃回答问题这个现象，让我感受到了欣慰，这个欣
慰在于幼儿这短短三个星期的安全教育没有徒劳，孩子在活
动中逐渐的在成熟和成长。此类活动可以继续延伸下去，如
大带小活动，幼儿的宣传安全小卫士活动，相信这样更能让
孩子在活动中成长起来！

大班教案安全小卫士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了解复制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对复制现象感兴趣。

2、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复制、发展扩散性思维。

3.对“克隆”技术感兴趣，有热爱科学的态度。

活动准备：

1、各种相同物品。

2、拷贝纸、复写纸、剪刀、果冻盒、橡皮泥、印章、印泥、。

3、幻灯片：动物的克隆、复制技术等。

1、幼儿观察物品并进行分类练习。

2、提问：“你是怎样整理的？丰富“一模一样”

3、这些一模一样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帮孙悟空做卡片，根据意愿自由选择材料尝试复制。

2、提问：“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幼儿讲述。

3、教师小结：告诉幼儿，刚才小朋友操作的过程叫“复制”。



1、平时，你看到哪些地方也要用到这些复制的办法？

2、观看录象，感知复制技术在生活、生产中的运用。

3、为什么要使用复制？引导幼儿说说运用复制的好处。

1、帮孙悟空制作商品：卡通画、做蛋糕、做饼干。

2、交流自己的复制过程，互相欣赏。

1、观看幻灯，激发对克隆技术的兴趣。

2、简单了解复制或克隆的利与弊

综合活动：有趣的十二生肖

综合活动：有趣的十二生肖

活动目标：

1、复习感知十二生肖所包括的12种动物、十二生肖的排列顺
序。

2、通过十二生肖儿歌的创编，巩固幼儿对十二生肖排列顺序
的认识。

3、了解十二生肖的轮回规律，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培养简单
的推理能力。

活动准备：

教具：自制生肖钟，生肖动物图片，多媒体课件：有趣十二
生肖。

学具：纸板制作的钟面、十二生肖动物图片、浆糊、抹布。



1、师出示礼物：前几天孙老师过生日，朋友送我一个礼物。
猜猜朋友为什么会送这个礼物给我？（引出生肖）

2、你属什么？你们家里人是属什么的呢？十二生肖里还有哪
些动物？

3、生肖一共有多少？现在我们小朋友把他们排好队请出来
（第一次操作）

4、检查幼儿的操作，复习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

4、师小结：十二生肖也叫十二属相，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
在我们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一种动物表示一个生肖，也就是
一个属相。通过生肖我们能推算出自己和别人的年龄。

1、十二生肖是排好队来过一年又一年的，你们知道谁排在第
一名吗？2、讲述“十二生肖的故事”：谁排第一个？第二呢？
最后会是谁呢？3、不知道？没关系，老师编了一首儿歌《十
二生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学一学。

1、幼儿看课件，自己尝试创编儿歌。

2、个别幼儿讲述自己的创编，教师整理。

3、看课件，集体朗诵儿歌。

1、老师带来一面生肖钟，小朋友看上面有几个小时？十二个
小时正好对应十二生肖，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生肖钟吧！

2、玩生肖钟。

（2）小朋友的生肖是龙，小朋友的妈妈也属蛇龙，为什么不
是一年生的，生肖会一样呢？

（3）(启发幼儿结合“生肖钟”进行思考说出妈妈是以前轮



到的，小朋友的生肖是以后轮到的，生肖是不停的轮流，一
年一个生肖，12年轮回一次。

小结：十二生肖是按顺序排列的，十二种动物表示十二年的
生肖，每轮一次要多少年？轮到第十三年生肖就会重新开始。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生肖，生肖不会变，同年出生的人生肖都
是一样的。

延伸活动：

让我们把生肖钟一起带回去算一算我们身边人的'年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