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活动安全教案反思(优质8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写教案的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帮大
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小班活动安全教案反思篇一

1、知道排队的重要性，学会正确的排队方法：不插队、不拥
挤、保持一定距离。

2、学会在集体生活中与同伴友好相处，养成自觉排队的好习
惯。活动准备：

1、小熊玩偶，小动物的图片：小熊、小猪、小狗、小猫、小
羊。

2、ppt课件。

师：今天我们小四班来了一位新朋友，我们一起把它请出来
吧。（出示小熊玩偶）

小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听的故事，你们想听吗？

1、讲述故事《小熊买冰淇淋》。

2、根据故事进行提问。

（1）故事里有哪些小动物？

（2）小熊去买冰淇淋，它排队了吗？它是怎么做的？



（3）小熊买到冰淇淋没有？为什么？

（4）买冰淇淋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3、教师出示小动物图卡，请幼儿给小动物排队。

1、师：小动物都学会排队了，那么小朋友会排队吗？

2、师：我们生活中哪些地方需要排队？为什么要排队？（引
导幼儿讨论、回答）

3、播放ppt，结合图片讲述。

4、小结：排队要一个跟好一个排整齐，排队时不能插队、不
拥挤、前面和后面的小朋友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师：我们小四班的小朋友都会排队吗？接下来我们就排队喝
水来比一比，看看谁是会排队、讲秩序的好宝宝。

昨天上午，上了一节公开课：小班社会《我会排队》。

在幼儿园，无论是上厕所、洗手、喝水还是上下楼、做操，
都要排队。开学已经第十二周了，孩子们大部分已经有了排
队意识，知道怎样排队，只有个别幼儿爱推挤、爱插队。针
对此，我设计了这节课，定了三个目标：

1、学会正确的排队方法：谁先来谁站第一，一个接着一个，
不推不挤，不插队。

2、通过“小动物等车”的故事和已有的生活经验，了解在幼
儿园及平时生活中，都有哪些场合需要排队。

3、体验排队带来的方便，愿意排队，并能遵守排队规则。

首先，通过课件“小动物等车”的故事，小白兔第一个来，



它站第一，小熊第二个来，它站第二，一个接着一个，小老
鼠由插队，到后来的知错就改站最后，不推不挤，让孩子直
观的看到正确的排队方法，加深不插队的印象。

其次，出示了许多孩子平时玩耍照片，调出孩子相关经验，
由刚开始推着挤着都不排队，都玩不到，引出解决办法——
排队。并将排队图片和拥挤图片对比，让孩子体验到排队的'
方便，从而真正的愿意排队。

我个人认为，排队是我们班大部分孩子都会的，只有“不插
队”“不推不挤”需要在第一环节强调一下。重点在通过对
比，体验排队的方便，从而自觉主动愿意排队，所以我选用
了大量图片，让孩子观看、联想、体验。

课后，小组教研，赵主任和王美艳老师指出，直接用幻灯片
讲一个故事，然后再看许多自己生活中的图片对比思考体验，
环节有些单一。这个我同意，因为事先我也想过课堂上没有
孩子的“动”，然而设计个游戏让他们练习排队，体验排队
与拥挤，我又觉得自己难以把握。再者就是，一班38人，我
觉得，他们排在其中，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看不到全
局，个别推挤或插队的小朋友或在队前，或在队后，离他远
的根本就感受不到。不如直接把他们这种行为，这种拥挤或
排队的场面直接呈现，让他们全体清楚明白的看到来的直接。
是我考虑有欠妥当。

另外，赵主任指出，在看拥挤图片时，不应点出孩子名字。
要尊重孩子。这点我确实没有想到。实在是有点惭愧。我只
是觉得他错了，要指出来，他哪点错了，这样他才会记住，
然后改正。真的是没有考虑到孩子当时听到的感受。太不应
该了。

赵主任还指出，拥挤的图片不应该放太多，要宣扬正能量。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只是觉得，有对比才能更深切的体
验。而忽视了其他。其实小班孩子，有两张深刻的对比，也



就够了。

其次，我还有个误区。我是以目标来设计课没错，但我太执
着于目标了，我把目标细化理解错了。因为有3个目标，就总
想着3个目标要面面俱到。结果，明明可以当做延伸的目标2，
也被我以提问和图片的形式细讲了一通，造成了量太大，不
分重点。完全可以把目标2删掉。讲的时候当做延伸一提而过。

通过这次上课。真的是收获很多。真心的感觉自己没有充分
以孩子为主。因为自己害怕孩子动起来难以掌控，所以就尽
量想点不让孩子动又能完成目标的环节。大方向都错了。其
实，讲课前，思路也不清晰，总感觉很乱。教研后，大家帮
着说说不足，帮着修改下教案，再鼓励着说一下优点，思路
也一下子清晰了。真的帮到自己很多。

小班活动安全教案反思篇二

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优越，在家吃饭有燃气，出门有车开，
跟孩子在一起时有的家长可能会毫无顾忌的`吸着高档烟，殊
不知燃气、汽车尾气还有香烟这些有毒的气体对孩子的危害，
尤其是汽车尾气含铅，同等数量的尾气对孩子的伤害远远超
过成人。面对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我们要做的就是教给
孩子这方面的安全知识。

1.让孩子知道家里的燃气灶不是好玩的，而是有危险的，不
能碰要远离。

2.了解汽车尾气是污染环境的、有毒的，闻多了对身体有害。

3.知道吸烟及被动吸烟的危害，在家做好“小小监督员”，
监督爸爸不能在家吸烟。

故事短片《看不见的气魔鬼》、小兔、狐狸、小猫头饰等。



1.通过故事短片导入活动。

(1)观看短片：一天兔妈妈不在家，小兔独自在家可无聊了，
于是就找来了小猫和狐狸。

(2)小伙伴来了，大家在一起玩呀玩，玩累了，也饿了，小兔
打开冰箱一看，里面有小白菜、茄子，可小兔不会做饭，狐
狸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来做。”

2.提问：小朋友想一下，接下来狐狸会用什么来做呢?孩子们
进行讨论。

3.故事继续进行：狐狸打开燃气，可小花猫说：“不行不行，
兔妈妈说了不能乱动燃气，燃气灶里面关着两个魔鬼，一个
是又红又热的火魔鬼，一个是用眼睛看不见的气魔鬼，很危
险的!”可狐狸不相信呀，觉得燃气有什么危险呀，小猫一定
是吓唬我的。小猫走后狐狸就打开了燃气灶的开关。此处暂
停，设下悬念，让小朋友们自己去猜想后果。

4.看看大家说的是不是真的，接着放短片：打开开关后，炉
具上“噗”地一声，蹿出一大团火苗，狐狸吓了一跳赶紧关
了燃气灶，可他忍不住又打开了一次，这次没有火苗，狐狸
以为这样就能做饭了，就把锅放了上去，不一会儿狐狸就觉
得自己晕晕的，眼睛也睁不开了，“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5.请大家说一说狐狸怎么了?为什么会躺在地上?

6.总结幼儿的答案，观看短片：狐狸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医院
里，医生告诉他是煤气中毒，多亏兔妈妈中午回家，要不然
就会被燃气毒死的。狐狸想起了小猫的话，以后再也不敢乱
动燃气灶了。

7.引导幼儿讨论生活中还有那些“气魔鬼”?(汽车尾气等)



小结：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些“气魔鬼”，玩耍时要
远离汽车，汽车的尾气是有害的;吸烟及被动吸烟容易引发咳
嗽、呼吸道感染等疾病，所以在家里要监督爸爸不能吸烟，
更要远离成人吸烟的场所。

附童谣：

燃气灶，蓝火苗，

煮菜烧汤少不了。

妈妈用它乖乖的，

就是欺负宝宝小，

不但放火烧小手，

还吐煤气害宝宝。

小宝宝，有高招，

从来不碰燃气灶。

等到长大成人后，

再给妈妈做蛋糕。

小班活动安全教案反思篇三

1、让幼儿知道看红绿灯过马路。

2、让幼儿知道常见车辆禁行的交通标志等。

3、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常见的交通标志，警车模型、小型红绿灯模型、《小小学交
通》一书

一、看一看

1、交通标志的识别

二、玩一玩：

1、玩车子模型

2、开小车让车过马路

3、小结：过马路红灯停，绿灯走。走路要走横道线

三、说一说：

1、知道看过的交通标志

讲讲交通标志的意义：哪一种是告诉我们可以一直向前走；
哪一种是告诉我们此处可向右转弯；哪种是告诉我们此处不
能左转弯；哪一种是告诉我们可以过街；......

2、小结：过马路看标志，开车也要看标志，从小遵守交通法
规。

四、做游戏

放好椅子演示过马路的场景，小朋友过马路，遇到红灯（用
模型红绿灯）放在路口，小朋友排好队，教师领着过马路。
悬挂禁止左转、右转的交通标志。



总结：过马路看标志。回家问问家长还有什么交通标志，跟
爸爸妈妈学学更多的交通标志。

安全教育：儿童过马路有行停不定、行走道路曲折多变的特
点，会经常突然向前或向后奔跑，令行驶中的车辆不知如何
避让，使驾驶员措手不及。因此学龄前儿童应在监护人的带
领下在道路上通行，不能放任儿童在道路上玩耍。

幼儿在活动过程中，情绪比较高，感到特别新奇，因为他们
是农村幼儿，他们对城市的交通规则了解较少。 特别在后面
的游戏活动中，他们把刚学的交通法规得以运用，有很大的`
成就感，并且这些交通规则在他们心中已根深蒂固。

小班活动安全教案反思篇四

1、乐于参与讨论，能较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2、了解和家人走散时的应变方法，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爸爸不见了》的图卡 幼儿用书

1. 向幼儿提问：

你曾经和家人走散过吗?

当时感觉怎么样?

2. 出示《爸爸不见了》故事图卡，讲述故事。



3. 与幼儿讨论：

是谁带加加去公园玩？

加加为什么会和爸爸走散？

如果你是加加，你会怎么办？

4. 老师总结与家人走散时的应急方法。

使幼儿认识到了走丢的严重后果，知道出门的时候要怎样跟
着家长才能不走丢，初步达到了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的
目标。

小班活动安全教案反思篇五

1、乐于参与讨论，能较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2、了解和家人走散时的应变方法，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爸爸不见了》的图卡幼儿用书

1.向幼儿提问：

你曾经和家人走散过吗?

当时感觉怎么样?

2.出示《爸爸不见了》故事图卡，讲述故事。



3.与幼儿讨论：

是谁带加加去公园玩？

加加为什么会和爸爸走散？

如果你是加加，你会怎么办？

4.老师总结与家人走散时的应急方法。

使幼儿认识到了走丢的严重后果，知道出门的'时候要怎样跟
着家长才能不走丢，初步达到了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的
目标。

小班活动安全教案反思篇六

1、初步懂得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知道不做危险动作。

2、学习履行一些简单的'安全行为。

学习履行一些简单的安全行为。

黄色标记、玩具小象。

一、情景导入，引起幼儿对活动的兴趣

2、我们来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二、用一个故事导入在学校什么东西是危险，并联系幼儿生
活经验进行拓展。

1、听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2、请幼儿详细描述自己受伤的过程。



三、幼儿仔细观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发现了问题之后，让幼儿将这些地方贴上黄色标记，已警
示小朋友要注意。

四、活动反思：

出示布娃娃，引起幼儿的兴趣，通过问题让幼儿发散思维。
然后联系幼儿生活经验进行拓展。寻找室内不安全的地方，
让幼儿通过贴黄牌，激发幼儿的兴趣。但幼儿的有意注意时
间比较短暂，部分幼儿注意力不集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学
形式应该多样化，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小班活动安全教案反思篇七

幼儿特别喜欢玩玩具，可是班里的玩具是远远不够的，经常
发生幼儿相互间抢玩具的事。而且班上玩具种类单一，根本
满足不了幼儿的需要。所以我设计了《玩具大家玩》这节课。

1. 能与同伴友好地一起玩，体验与同伴一起玩玩具的快乐情
感。

2. 懂得玩别人玩具前，要先征得别人同意。

3. 懂得爱护玩具。

4. 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 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教学重点：能与同伴一起玩玩具，学会与朋友一起分享玩具。

教学难点：学会玩别人玩具前要有礼貌的征得别人同意，并



懂得爱护玩具。

1. 每人自带一件玩具。

2. 塑料篮子数个。

一.介绍交流

1. 每个幼儿介绍自己带来的玩具，边介绍边示范玩法，让其
他幼儿对玩具感兴趣。

2. 幼儿尝试将不同的玩具尽心归类，如电动玩具、长毛玩具
等等。

二.交换玩耍

1. 自由玩耍。

2. 交流玩耍的情况。

----“要玩别人的玩具，哥哥姐姐是怎样对别人说的？”

3. 师生交流一些解玩具的礼貌行为。

----“想玩别人玩具时，应该怎么办？”

想玩别人玩具时，先要礼貌的借，征得对方同意后才能拿，
并要有礼貌的说声谢谢。

----“在玩别人玩具时要爱护好，可不要弄坏了。”

4.幼儿多次交换玩具，大家一起玩。教师表扬能主动交换玩
具并一起玩得孩子。

三.活动结束后把玩具收好，与幼儿一起布置玩具出租屋。



我组织的小班活动《玩具大家玩》，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思。

1.《纲要》特别强调幼儿的自主性，通篇体现了尊重幼儿兴
趣、满足幼儿需要的思想。与此同时，《纲要》又十分强调
教师作用的重要性，在第二部分“教育内容与要求”中，
共17次出现了“引导幼儿”、“指导幼儿”或“教育幼儿”
的关键字眼，这充分说明，《纲要》在教育与发展之间仍然
坚持了“既要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又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的观点。

2.我认为这个活动的设计，是充分体现了幼儿的自主兴与教
师的主导作用的。例如：先让幼儿自行玩玩具，在选择自己
喜欢的玩具进行交换。适当的时候教师提醒，点拨。

3.这节课也体现了幼儿教育因地制宜的特点，从幼儿身边的
人和事入手，信手拈来，自然纯朴。

4.这节课最后一个环节设计的玩具出租屋，不仅能提高玩具
的利用价值，还能让孩子懂得要爱惜玩具，分享玩具的道理。

5.不足之处是，教学语言有时小学化，不够亲和力，课堂气
氛不够活跃，不能很好的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在教学时，
不能很好的控制场面，课堂组织不够紧凑。

6.对学生的了解也不够充分，还是出现抢玩具的情况。

小班活动安全教案反思篇八

1.认识眼睛的基本构造，知道眼睛的用途。

2.知道要爱护眼睛以及可能会伤害眼睛的危险行为， 学习保
护眼睛的方法。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了解主要症状，懂得预防和治疗的自我保护意识。

1.眼睛的特写图片

2. 情景图片五张

3.眼保健操音乐

（1）教师: 谜语：上边毛，下边毛，中间夹 颗黑葡萄。上
大门，下大门，关起门来就睡觉。

（2）教师：小 朋友们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什么呢？

（1）教师：这是什么？眼 睛的上面有什么？眼睫毛有什么
用处？中间的黑葡萄是什么？

（2）教师：眼睛是用来干什么 的？（请幼儿闭上眼睛感受
一下看不见东 西的感觉。 ）

（3）教师小结：眼睛对我们来说很重 要，没有眼睛我们什
么也看不到。

（1） 教育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 1 图片 ——看电视时
离电视机很近，会伤 害我们的眼睛，也不能看的太长 时间。

（2）教师引导幼儿观 察、理解情境 2 图片——偷偷地戴大
人 的眼镜，眼睛有问题的时候才需 要戴眼镜，不要随便戴
别人的眼 睛会伤害自己的眼睛。

（3）教 师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 3 图片——用脏手揉眼
睛。脏手上有许多 细 菌，用脏手揉眼睛会让眼睛受 伤。

（4）教师引导幼儿观察、 理解情境 4 图片——对着太阳看，



盯着 强光看。看很强的光线会伤害我们的眼睛。

（5）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 5 图片——玩尖锐的物
品，会不小心扎到 眼睛。眼睛受 伤了就什么耶看不见了。

（1）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 有哪些保护眼睛的方法吗？

（2）教师小结：看书看电视时间 长了要向远处眺望一下，
看看远方的东西，还可以看看绿色的树 林、草地，让眼睛休
息、放松。 也可以多吃一些对眼 睛有好处的 胡萝卜、鸭肝、
猪肝等。以后我们还学会做眼保健操，这些都是保护眼睛的
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