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心理健康教案及反思 幼
儿园大班安全活动教案尖利的东西含反思

(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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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大班心理健康教案及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学习使用剪刀、筷子、笔、刀、吸管、游戏棒等物品的正
确方法。

3、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4、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若干尖利物品，筷子、剪刀、笔、刀、吸管、游戏棒等。

活动过程：

一、幼儿观察了解尖利物品，知道名称，了解它的用途。

1、在小朋友的桌上摆放着些什么东西？

2、它叫什么名字，在生活中有什么用处？



3、它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4、它们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5、你还知道哪些尖利的物品？

小结：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的东西有
着锋利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帮了
我们许多的忙。但尖利的东西却容易伤人。

二、交流生活中使用尖利物品不当造成伤害的体会。

1、你在生活中用过哪些尖利的东西？

2、它有没有对你造成伤害？

3、为什么会弄伤？

使幼儿知道不正确地使用尖利的物品会给我们带来伤害。

三、讨论正确使用尖利物品的方法。

1、这些尖利的物品使用不当会伤害我们，那我们应该怎样来
使用它呢？

2、请个别幼儿示范正确的使用方法。

四、教师进行小结。

活动反思：

教案是幼儿教学准备中的重要一环，幼儿园的教学过程是幼
儿在老师、小伙伴、教材互动中得以主动发展的过程，所以
教案准备十分重要。鉴于小孩子的接受力和理解力，幼儿教
案多以趣味性、互动性、引导性为主，所以为了帮助老师们



更好的准备教案，幼教网整理汇总里一些常用活动教案示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仅供参考。

幼儿园大班心理健康教案及反思篇二

活动名称：

尖利的东西会伤人

活动目的：

1、让幼儿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教幼儿学习使用剪刀、筷子、笔、游戏棒等物品的正确方
法，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教师准备一些尖利的物品，如笔、筷子、剪刀、游戏棒等。

活动过程：

一、介绍已准备好的一些尖利物品的名称、形状及用途，让
幼儿了解这些物品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

1、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各种形状的物品，这些物品的形状
都是根据我们的需要设计出来的。今天老师带来了我们生活
中经常接触到的某些尖利的物品，请你们介绍一下它的名称、
形状和用途。（逐一出示准备好的物品，请幼儿介绍。）

2、小结：在我们地生活用品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
的东西有着锋利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
便，帮了我们许多忙。如有了尖尖的笔，我们就可以写较小
的字；有了锋利的剪刀，我们就可以把纸剪成各种形状；有



了细细长长的筷子，能方便我们夹菜等。

二、让幼儿根据自己的体会谈谈尖利物品的使用不当时，会
对人造成危害。

1、提问：你们有没有被尖利的物品划伤、割破过？为什么会
被弄伤？

2、让幼儿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较详细地讲述事情发生的过
程，让幼儿明确不正确使用尖利物品会给我们带来危险。

三、讨论：如何正确使用尖利物品，要学会保护自己或不伤
害别人，学习正确使用笔、剪刀、筷子、游戏棒的方法。

1、这些尖利的物品使用不当伤着我们，那该怎样正确使用才
能确保安全呢？

2、请一幼儿演示如何使用，其他幼儿讨论他的方法是否正确、
安全。

四、小结：

在使用尖利的物品时，不能将尖利物品拿在手上随意挥舞，
也不能在用嘴巴含着筷子、吸管或吃用小棒串着的食物时追
逐、打闹。尖利的物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
儿因自己年纪还小，有一些尖利的物品还不能使用，也不要
去尝试，更不能当玩具玩。

幼儿园大班心理健康教案及反思篇三

主要包含了活动目标，教学重点、难点，活动准备，教学过
程，教学反思等内容，引导幼儿感受、了解尖利物品的危害
性，知道各种各样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继
续积累幼儿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



和保护方法，适合幼儿园老师们上大班安全活动课，快来看
看尖利的东西教案吧。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感受、了解尖利物品的危害性，知道各种各样尖
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继续积累幼儿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
处理和保护方法。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了解哪些尖利的物品不能玩

活动难点：能说出简单的处理方法和保护方法。

活动准备

1、活动课件一份

2、各种尖利物品实物及图片若干(剪刀、铁钉、牙签、铅笔、
水果刀、针、玻璃等)

教学过程

一、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然后回答问题并讨论。

情景内容：妈妈和宝宝一起削果，妈妈中途上厕所离开没有



放好水果刀，宝宝好奇拿起刀学妈妈的摸样也削起了果，结
果手被刀给划伤了。

1、刚才小朋友怎么了?(出血了)

2、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了?(被划破了)

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幼儿自由发言)

4、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不要随便去触摸或者玩
一些尖利的物品，或者在使用一些尖利的物品时要知道正确
的使用方法)

教师小结：我们周围有很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
锋利的，如果我们去玩这些东西，就会弄伤我们，给自己带
来危险和许多不方便。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以
免我们受伤，影响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二、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受了伤的伤口。

1、如果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口?
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感染、
化脓。)

2、受伤了怎么办?(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然后涂上
红药水或紫药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

3、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能要伤口沾到水，不能随便
揭掉包布，要按时找老师、医生换药等。)

三、认知与交流：

1、教师：“小朋友说得很好，其实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很尖利
的东西，你们能说一说都有些什么?”



2、教师引导幼儿自由发言生活中常见的尖利物品，并任意出
示几种，请幼儿说说它们的名字和用途。

小结：在我们的生活用品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的
东西有着锋利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帮了我们许多忙。如有了尖尖的笔，我们就可以写较小的字;
有了锋利的剪刀，我们就可以把纸剪成各种形状;有了细细长
长的筷子，能方便我们夹饭菜等。

3、结合课件，进行安全教育：

教师：“这些尖利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可是如果使用不
正确,会使我们受到伤害,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图片。”

(1)请小朋友看看课件上小朋友在做什么?他们这样做对不对?
为什么?

(2)如果是自己，会不会像图上的小朋友一样做这些危险的事
情?

(3)以后自己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教师小结：在使用尖利的物品时，要小心，不能像图片上都
孩子一样，将剪刀随意在自己身上乱剪，也不能在用嘴巴含
着筷子、吸管或吃用小棒串着的食物时走来走去。尖利的物
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儿因为自己年纪还小，
有一些尖利的物品还不能使用，也不要去尝试，更不能当玩
具玩，要远离这些尖利的东西以免我们会受伤，影响我们的
活动和生活，等小朋友长大了，本领变大了，会正确使用这
些东西就会对自己有帮助了。

四、教师：“小朋友真棒，都知道尖利的东西对我们带来的
危害，又说出怎么处理和保护受伤的手，现在老师请小朋友
再来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把贴在把杆上的图片找找有哪样



东西是给我们带来危害的，我们把它给找出来，以后我们见
到时就要特别小心，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危险不容易受伤了，
好吗?”

五、延伸活动：带孩子一起到户外寻找尖利的物品，也可以
建议孩子回家一起和爸爸妈妈在家一起寻找尖利的物品。

教学反思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的目标比较明确，内容的贴近幼儿生活。
不足的是在活动中教师没有能很好的让幼儿理解“尖利”的
特征和含义，在引导幼儿观察回答问题不够深入，比较着急
的说出答案。在课堂的随机性教育也要加强，像有个孩子说
到药也是容易伤害我们的时候，教师不应该局限在活动内容
中急忙反驳幼儿的说法，说药不能伤害人，其实药在无形之
种隐藏的危害也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教师在小结时语言的表
达还不够紧密，活动结束的游戏环节设计应该可以更活跃一
些。教师应在今后的活动设计上要想得更周到，更详细，这
样孩子在活动中掌握的知识会更多，更好。

幼儿园大班心理健康教案及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教幼儿学习正确使用剪刀、筷、笔、游戏棒等物品的方法，
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剪刀、筷、笔、游戏棒等物品。

活动过程：



一、教师介绍一些尖利物品的名称、形状及用途

幼儿a：老师手里拿着剪刀、铅笔还有我们吃饭用的筷子。

幼儿b：老师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玻璃也危险的，也会弄伤
手的。

幼儿：剪刀用来剪东西；铅笔用来写字；筷子是用来吃饭的。

教师：回答问题简单明了，表扬承博源。

小结：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许多方便。它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二、让幼儿根据切身体会谈谈尖利物品使用不当时，对人造
成的伤害

教师：你们有没有被尖利的物品划伤过、割破过？为什么会
弄伤？怎么处理的？

幼儿a：老师，我和姐姐玩游戏的时候被砖头的`尖角划伤过，
当时流血了，是妈妈帮我包扎的。

幼儿b：我被玻璃划伤过，因为杯子碎了。

教师：看来小朋友会因为不小心，曾经被尖利的物品划伤过。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千万别慌张，要找家长，让家长帮
我们把伤口清洗、消毒、包扎。

小结：看来，我们生活中的好朋友也有生气的时候，所以我
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正确使用，避免受到伤害。

三、讨论



教师：如何正确使用尖利物品，保护自己或别人不受到伤害？

（以小组为单位，派代表起来讲一讲）

幼儿a：剪刀的头不能对准自己和别人，剪的时候不要剪到手
上，小刀也不能划在手上。

幼儿b：不能把铅笔尖的地方碰到眼睛，也不能碰到其他小朋
友的眼睛。

幼儿c：筷子也不能碰到别人。

教师：三位代表讲的都正确，我们要付诸行动，保护好自己
和其他小朋友。

四、评一评

请幼儿演示如何正确使用,其他幼儿看看他的方法是否正确、
安全

（请三位幼儿上台演示剪刀、筷子、铅笔的使用方法）

此环节顺利通过，三位幼儿演示动作到位。

五、总结

生活中除了剪刀、筷子、铅笔等这些东西属于尖利物品，还
有许多东西也是的，如：吸管、小棒、玻璃……我们不能将
尖利物品随意舞，也不能含着筷子、吸管或吃着有小棒的食
物追逐，尖利物品用完后要收拾好。

幼儿园大班心理健康教案及反思篇五



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时常要开展教案准备工作，借
助教案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来参考自
己需要的教案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幼儿园大班安全
活动教案《注意陌生人》含反思，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1、乐意参与集体讨论活动，大胆地表述自己的看法。

2、通过看vcd、讨论等活动，了解一些安全常识，学习生
词“陌生人”。

3、通过回忆性、创造性的讲述和表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故事《白雪公主》vcd；“陌生人”的胸贴。

一、观看录像，组织讨论。

（1）回顾童话内容

师：“小朋友们，你们看过白雪公主的故事吗？（幼：看
过……）

师概括故事：白雪公主非常的善良、非常的美丽，可是故事
里有个狠毒的皇后，她因为嫉妒白雪公主的美丽而多次设法
害白雪公主，幸好每一次都被爱帮助人的小矮人救活了。

师：好，现在请小朋友们来欣赏，回忆一段小影片吧。（幼
儿的积极性被调动）



（2）欣赏故事，学习生词“陌生人”。

1）播放的内容是白雪公主中哪段故事？（幼：白雪公主被毒
死的小片段）

2）来敲门的人是谁？（揭示：皇后扮演的老巫婆）

3）白雪公主为什么会昏倒？（因为她吃了有毒的苹果，那
是“老巫婆”骗她的，是要毒害她的）。

4）假如现在老师带你们去见白雪公主，你会对她说什么话？
（引导幼儿大胆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刚才说的都非常好，一个人独自在家时
不能随便开门，不能随便相信不认识的`人的话，不认识的人叫
“陌生人”，对“陌生人”要小心警惕。

二、角色扮演，建立自我保护意识

（情景模拟表演，分别请幼儿上来表演，给陌生人贴上“陌
生人”的胸贴）。

a、情景表演：邮递员来家送信笺

应对策略：1、不答应陌生人的请求。2、不过多地于陌生人
交谈。3、坚决不开门，有礼貌的谢绝。

教师小结：颁发“安全”的胸贴，在这个表演中，小朋友表
现很出色，知道一个人在家不能给不认识的人开门，说什么
也不开，自我防范意识很强哦。

b、情景表演：远房亲戚来家探亲

应对策略：1、不随便开门。2、可以打电话向家长求证一下。



3、想办法拖延时间。

师小结：知道马上想到给妈妈打电话，求证一下事情的真实
性，很聪明……

c、情景表演：公园里碰见陌生人

应对策略：1、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2、不吃陌生人给的食
物。3、不跟陌生人走。

教师总结：小朋友们表演的都很出色，如果大人不在家，你
们要自己注意安全，要学会自我保护不可以轻易的相信陌生
人的话，不能随便的将门打开。

三、知识抢答，加强安全常识：（教师要充分调动幼儿的积
极性，发挥幼儿的想象力，鼓励幼儿从多角度想办法）

师：小朋友都表演的很棒，那现在老师的好朋友猫头鹰告诉
我啊，动物园里正在举行安全知识抢答竞赛，它送来了几道
题目，想考一考我们班的小朋友，它说，如果都能答对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参加安全知识抢答竞赛了：

1、小羊喜欢吃“陌生人”给的蛋糕，你觉得这样安全吗？

2、小松鼠总爱接受陌生人的玩具，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3、小猴子喜欢同“陌生人”交谈，并常同“陌生人”外出玩
耍。

4、小乌龟出去玩时与爸爸走散了，见到“陌生人”就嚷着让
人带他找爸爸。

四，观看录象，巩固安全知识



师：小朋友们都说了自由的意见和看法；那现在再让我们一
起来观看一段录像（关于如何应对陌生人的录象），自己给
自己当小老师，评一评是不是都说正确了。

1）录像看完，幼儿开心地交流、讨论；

2）师小结：哇，我们班的小朋友真能干，都回答正确了。想
不想去竞赛现场？（想。）好，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欢
快的音乐响起……）

此活动帮助儿童认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冲突，通过分
析判断，懂得在生活中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话、更不要跟陌生
人走的道理。让儿童有初步自我保护意识的能力！

幼儿园大班心理健康教案及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2、教育幼儿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不给陌生人开门、不
跟陌生人走。

3、知道在发生危险时如何自救。

4、初步懂得做事要小心，遇到意外不慌张，并设法解决。

活动准备：

1、图片1幅

2、儿歌《陌生人》

活动建议：



一、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并讲述图片内容，

提问：图片上有谁?

他们在干什么?

小姐姐为什么摆手?

教师进行小结：小姐姐不要陌生人的东西，她怕陌生人会伤
害她。

二、学习儿歌《陌生人》

1、告诉幼儿老师有一首关于《陌生人》的儿歌，请大家一起
欣赏。

2、请幼儿跟老师学习这首儿歌，并能把这首儿歌说给小弟弟、
小妹妹听。

三、引导幼儿讨论：陌生人为什么会送礼物个小朋友?我们为
什么不要陌生人的东西?

引导幼儿展开讨论，让幼儿知道陌生人给小朋友礼物是有目
的的，有的想骗小朋友离开妈妈、爸爸;有的想骗小朋友到他
家里去偷他家的东西。教育幼儿不要被陌生人送的礼物迷惑，
而上当受骗。

附：儿歌：陌生人

陌生人给吃的，我不要

陌生人领我走，我不去，

陌生人送礼物，我不要，



陌生人来敲们，我不开。

活动反思：

通过这堂课，使小朋友们明白了，陌生人给我们的东西千万
不能要、东西更不能吃到嘴里、更不要随随便便就给陌生人
开门和跟陌生人一起回家等!陌生人都是不熟悉和不认识的人，
说不定全是有目的性的，有的陌生人会把小朋友偷偷带走，
让小朋友找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有的陌生人会跑到小朋友
家里去偷东西，我们可千万不要上了陌生人的当!

幼儿园大班心理健康教案及反思篇七

―――学前班科学活动设计

活动目标：

1.懂得简单科学的防火知识和技能，形成初步的消防意识。

2.知道自我保护和求助他人的方法。

3.萌发爱学习、爱科学，逐步养成仔细观察积极思考的'好习
惯。

活动准备：

彩色笔、绘画纸、电脑、教学课件、易燃物品等等。

活动过程

一、情境导入

1.火的自述：小朋友，你猜猜我是谁。

2.生活经验；讲述火的产生与用途。



3.直奔主题：可我有些时候也很不听话，看我又做了什么坏
事。

二、共同探讨发生火灾的原因

1.集体讨论：发生火灾的原因。

2.电教活动：观看录象了解正确的逃生方法。

三、讨论学习自救常识

1.自由讨论：发生了火灾怎么办？

2.电教活动：观看录象了解正确的逃生方法。

3.游戏

四、观看认识防火标志

1.出示图片，幼儿观察，理解标志的含义。

2.讨论标志符号的共同点。

3.请幼儿回顾还见过那些标志符号，注意听老师提问。

五、抢答游戏《你知道吗》？

1.出示图片，幼儿抢答这样的行为对吗？

2.教师总结幼儿的表现情况。

六、学习儿歌结束活动

1.学习儿歌：电脑说今天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儿歌，想不
想学。



2.小结结束活动。

幼儿园大班心理健康教案及反思篇八

1.知道不能从矮墙、高台、陡坡等过高的地方向下跳。

2.培养幼儿的倾听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

3.学习向下跳的正确方法，加强自我保护。

4.教会幼儿做个胆大的孩子。

5.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一)导入

小结：从高处跳下来很危险，很容易受伤。

(二)展开

提问：这些地方能跳吗?为什么?还有哪些地方是不能跳的?

小结：超过自己腰部的高度就很危险了;不能随便从矮墙、高
台、陡坡、攀爬架等过高的地方往下跳。

2.引导幼儿设计禁止跳下的标志，完成幼儿用书第28页上的
操作。 指导语：小朋友，从这些地方跳下来太危险了。为了
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在这里设计一个禁止跳下的标志吧!

出示禁止攀爬的标志，请幼儿观察，讨论可以怎样设计禁止
跳下的标志。引导幼儿知道在红色圆圈中画出跳下的动作后，
可以再加上“”或“x”来表示禁止。

3.示范讲解向下跳的基本动作要领，组织幼儿进行练习。



播放多媒体教学资源《往下跳的动作要领》，教师讲解示范
动作要领，幼儿站在小椅子上练习。

小结：从较高的地方向下跳的时候，首先要向上起跳，用前
脚掌先着地，同时星膝半蹲，轻轻落地。这样能起到保护自
己的作用，避免受伤。

(三)结束

在体育活动或户外时安排练习向下跳的活动，巩固基本动作，
强调不能从太高的地方往下跳。

大班幼儿活泼好动，喜欢尝试新鲜刺激的事物，在平时的教
学活动中幼儿爱做向下跳的动作，大型玩具上往下跳、花坛
上往下跳、甚至楼梯上最后几步时也会迫不及待的跳下来，
但是有些年龄小、运动能力差的幼儿在向下跳时又有些害怕，
也不懂得自我保护的方法，造成身体某些部位受伤。因此我
们学习了这节安全活动《高处危险我不跳》。

在学习中通过观看视频知道高处危险不能跳，出示图片让幼
儿找一找那些地方不能跳，在学习中有幼儿知道不能在石头、
楼梯、阳台等危险的地方跳跃，95%的幼儿学会了正确的跳跃
姿势，在动作技巧上通过练习并脚轻跳、脚尖落地促使幼儿
在落地前适时调节星腿的速度和幅度，以减少对身体的震动，
懂得从高处跳落的保护方法。93%的幼儿设计出了自己喜欢的
禁止跳跃的标志并引导幼儿“找危险”，找出幼儿园中有哪
些地方容易发生危险，并贴上标记。幼儿初步知道危险的地
方不能去玩，也能够辨别什么地方危险，听从成人的建议，
懂得远离危险的游戏场所。

幼儿园大班心理健康教案及反思篇九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感受、了解尖利物品的危害性，知道各种各样尖
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继续积累幼儿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
处理和保护方法。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了解哪些尖利的物品不能玩

活动难点：能说出简单的处理方法和保护方法。

活动准备

1、活动课件一份

2、各种尖利物品实物及图片若干（剪刀、铁钉、牙签、铅笔、
水果刀、针、玻璃等）

教学过程

一、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然后回答问题并讨论。

情景内容：妈妈和宝宝一起削果，妈妈中途上厕所离开没有
放好水果刀，宝宝好奇拿起刀学妈妈的摸样也削起了果，结
果手被刀给划伤了。

1、刚才小朋友怎么了？（出血了）



2、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了？（被划破了）

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幼儿自由发言）

4、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不要随便去触摸或者
玩一些尖利的物品，或者在使用一些尖利的物品时要知道正
确的使用方法）

教师小结：我们周围有很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
锋利的，如果我们去玩这些东西，就会弄伤我们，给自己带
来危险和许多不方便。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以
免我们受伤，影响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二、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受了伤的伤口。

1、如果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口？
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感染、
化脓。）

2、受伤了怎么办？（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然后涂
上红药水或紫药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

3、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能要伤口沾到水，不能随
便揭掉包布，要按时找老师、医生换药等。）

三、认知与交流：

1、教师：“小朋友说得很好，其实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很尖利
的东西，你们能说一说都有些什么？”

2、教师引导幼儿自由发言生活中常见的尖利物品，并任意出
示几种，请幼儿说说它们的名字和用途。

小结：在我们的生活用品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的
东西有着锋利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帮了我们许多忙。如有了尖尖的笔，我们就可以写较小的字；
有了锋利的剪刀，我们就可以把纸剪成各种形状；有了细细
长长的筷子，能方便我们夹饭菜等。

3、结合课件，进行安全教育：

教师：“这些尖利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可是如果使用
不正确，会使我们受到伤害，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图片。”

（1）请小朋友看看课件上小朋友在做什么？他们这样做对不
对？为什么？

（2）如果是自己，会不会像图上的小朋友一样做这些危险的
事情？

（3）以后自己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教师小结：在使用尖利的物品时，要小心，不能像图片上都
孩子一样，将剪刀随意在自己身上乱剪，也不能在用嘴巴含
着筷子、吸管或吃用小棒串着的食物时走来走去。尖利的物
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儿因为自己年纪还小，
有一些尖利的物品还不能使用，也不要去尝试，更不能当玩
具玩，要远离这些尖利的东西以免我们会受伤，影响我们的
活动和生活，等小朋友长大了，本领变大了，会正确使用这
些东西就会对自己有帮助了。

四、教师：“小朋友真棒，都知道尖利的东西对我们带来的
危害，又说出怎么处理和保护受伤的手，现在老师请小朋友
再来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把贴在把杆上的图片找找有哪样
东西是给我们带来危害的，我们把它给找出来，以后我们见
到时就要特别小心，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危险不容易受伤了，
好吗？”

五、延伸活动：带孩子一起到户外寻找尖利的物品，也可以



建议孩子回家一起和爸爸妈妈在家一起寻找尖利的物品。

教学反思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的目标比较明确，内容的贴近幼儿生活。
不足的是在活动中教师没有能很好的让幼儿理解“尖利”的
特征和含义，在引导幼儿观察回答问题不够深入，比较着急
的说出答案。在课堂的随机性教育也要加强，像有个孩子说
到药也是容易伤害我们的时候，教师不应该局限在活动内容
中急忙反驳幼儿的说法，说药不能伤害人，其实药在无形之
种隐藏的危害也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教师在小结时语言的表
达还不够紧密，活动结束的游戏环节设计应该可以更活跃一
些。教师应在今后的活动设计上要想得更周到，更详细，这
样孩子在活动中掌握的知识会更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