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安全幼儿园教案反思(模板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暑假安全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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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安全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使幼儿了解五一假期中应注意的安全和卫生，增强幼儿的
自我保护意识。

2.通过讨论，激发幼儿过劳动节的情感，教育幼儿热爱劳动，
坚持自己的……

3.感受到节日的快乐。

4.简单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其全称、日期和意义。

活动准备：

安全教育挂图。

活动过程：

一、让幼儿知道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丰富幼儿的知识经
验，激发幼儿过节的兴趣。

1.教师："小朋友们，明天我们幼儿园就要放假了，知道为什
么吗?启发幼儿动脑筋想问题。

2.教师讲述"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让幼儿了解。



二、组织幼儿讨论怎样安全、愉快的过好这三天的假期。

1.教师引导幼儿："放假后你想做些什么事情呢?"

2.有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呢?引导幼儿说出有关安全知识的
内容。

3.创设情境，提问幼儿：可以这样做吗?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呢?

三、教师总结假期里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一)安全教育

1.不能玩家中的插座、开关、打火机、尖锐或易吞服的物品。

2.注意交通安全，不单独走出家门。若外出游玩时，不离开
要牵着大人的手，不随便与陌生人说话，不要陌生人的东西。

3.独自在家时，不爬阳台、门窗或其他高处，把门关好，不
给家长以外的人开门。

4.不能摸家中的药品，不到厨房去玩耍。

5.不能在危险地带玩耍，不做危险游戏;

6.熟悉三个特殊电话号码的用法。

(二)卫生保健

1.教育孩子要少吃零食，多吃蔬菜水果，吃熟食，养成按时
进餐和自己进餐的好习惯。

2.多喝白开水，不吃雪糕、不喝冷饮。吃东西以前要洗手。



3.勤洗澡洗脚，勤剪指甲。

四、活动延伸：

请家长在假期中合理安排幼儿的一日活动，有条件的可带领
幼儿去旅游等，丰富孩子的生活内容。

主题：清明节祭祀，交通、消防、防传染病、防食物中毒及
自身安全防范。

目的：对学生进行清明节祭祀交通、防火安全教育，提高学
生安全意识，保证清明祭祀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内容：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缅怀先人、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
根据规定，清明节放假时间安排为：4月5日——4月7日，4
月8日回校上课。节日中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为了防患于未然，
在此，我们特别提出几下几点要求，请学生共同遵守。

一、防火安全

扫墓时要安全用火，不玩火、不乱放火，做好防火措施。要
劝说家长进行文明拜祭，用鲜花、水果等环保的方式拜祭先
人，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文明祭拜。

1、请同学们参加野外活动时不要擅自带火种(打火机、火柴
等)，同家长一道祭祀用火时千万要把周围的易燃物弄干净，
如果不小心引燃了周围的易燃物就很容易失火烧山，酿成大
错。

2、燃烧祭祀物品应尽量慢慢用小火，防止风大刮走燃烧的物
品从而引起失火。

3、祭祀仪式结束后，不要立即离开，要仔细察看刚刚烧过的
地方还有没有火星，一定要让火星完全熄灭后才能放心离开。



4、请所有同学回家告知家长，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如果有
谁不小心引燃了森林，谁将会负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

5、如果有森林失火，请同学们不要参加救火行动，因为你们
小，无自救能力，很容易出现伤亡事故，这样就造成了更大
的损失，所以不允许小学生救火。发现失火要尽快在大人指
引下远离火场，并及时报警。火警电话是119。

二、交通安全

清明放假期间人多、车多，全校师生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1、乘车时，要密切关注车况，严禁乘坐非法客运车辆;上下
车均应等车停稳以后，先下后上，不要争抢。乘车时不要把
头、手、胳膊伸出手窗外，以免被对面来车或路边树木等刮
伤;也不要向车窗外乱扔杂物，以免伤及他人。

2、步行时，要注意来往车辆，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
路，要靠路边行走。结伴外出时，不要相互追逐、打闹、嬉
戏;行走时要专心，注意周围情况，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看
书、看报或做其他事情。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
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3、穿越马路，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穿
越马路时，要走直线，不可迂回穿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路段，
应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在确认没有机动车通过时才可以穿
越马路。不要突然横穿马路，特别是马路对面有熟人、朋友
呼唤，或者自己要乘坐的公共汽车已经进站，千万不能贸然
行事，以免发生意外。

4、假期间任何学生不可以到铁道附近玩耍，不准横穿铁道。

三、防传染病，防食物中毒



春季是多种传染病流行的季节，同学们要注意个人卫生，勤
洗手，勤锻炼，不暴饮暴食。坚决杜绝购买路边小吃，流动
摊贩的食品，以免发生食物中毒和诱发肠道传染病。假期间
应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正常作息，按要求完成学习任
务，假期过后，应按时到校。

四、自身安全防范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防范能力、自救能力和辨别是非的
能力，防止受骗上当。

1、外出时一定要征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并向家长告知去
向。

2、自己在家时，如有陌生人来访，不要私自开门，并及时与
家长取得联系。在家中玩耍时，不要攀缘登高，更不能在阳
台、窗边及楼梯口嬉戏，避免发生坠楼和滚下楼梯的事故。

3、要注意用电、用火、用气等安全，防止火灾、触电、煤气
中毒等事故的发生，确保财产和人身安全。

4、在假期间，要安排好假日生活，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也安
排时间读书、学习，做到劳逸结合。

暑假安全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吞吃小纽扣等异物是十分危险的。

2、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



1、录像：小纽扣旅行记。

2、预先约见“吞吃过异物”的小朋友。

3、联系医生到园。

活动过程：

1、看录像，思考讨论：

(1)看录像：珊珊有一条新裙子，裙子上的扣子可美了，像甜
甜的糖，珊珊总是喜欢低头看，用手摸。可是有一天：镜头
一：珊珊发现纽扣掉在地上了。镜头二：珊珊把纽扣放在嘴
里了，想尝一尝。镜头三：唉呀，纽扣吞下去了，珊珊难受
极了。镜头四：珊珊看医生，医生说要等纽扣随大便拉出来。

提问：珊珊难受吗?为什么?

(2)师生共同小结：纽扣不能吞吃，既不卫生，又会危害身体
健康。

2、交谈与访问：纽扣不能吃。

(1)与“吞吃过异物”的幼儿交谈其经历，引起幼儿注意。

(2)提问：“除了纽扣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孩子找
找周围“小”、“巧”易误会的物品，如小木珠、小棋子等。

3、讨论：纽扣是我的好朋友。

(1)提问：你的纽扣在哪里?有几颗?它们有什么用途?

(2)讨论：纽扣掉了怎么办?(告诉大人，先收起来，及时钉上。
)



延伸提示：

1、设立小盒子：发现异物及时收捡。

2、手工角放置针、线，及时为孩子钉补纽扣。

3、建议家长经常检查孩子的服装，特别是纽扣是否松脱。

暑假安全幼儿园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的：

1、知道外出时要跟紧家人，不乱跑，不轻信陌生人的话，不
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

2、能对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对相应情境做
出正确的判断。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增强思维的灵活性。

活动准备：

1、小女孩和陌生阿姨木偶一个。

2、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1、唤起幼儿已有经验，引入新情景。

2、排练情景木偶表演，了解什么样的人是陌生人，跟陌生人
会发生什么事。



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小红没上当”，教师在主要部分给以
提示。

3、导幼儿讨论：小红如果轻信了陌生人的话，会出现什么后
果？并说一说如果自己遇到了这样情况时应采取怎样的做法。

4、观看并讲述录象内容，引导幼儿明白遇事要动动脑筋，不
要轻易上当受骗。

幼儿展开讨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简单记录，教师将
幼儿的记录进行整理、张贴、以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1）在商店里，不小心和家人走失里，你该怎么办？

（3）你一个人在家时，若有人敲门或门铃向了，你该怎么办？

（4）在幼儿园里玩，有不认识的人来接你，你跟他走吗？你
该怎么办？

请幼儿说说活动中的感受。

暑假安全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五

1、了解玩具塞入器官的后果，玩具不能塞进耳朵等身体器官。

2、知道发生意外是要去医院。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男孩木偶。



2、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1、谈话导入活动。

教师：

（1）小朋友们，你们玩过穿珠游戏吗？

（2）明明也来玩串珠，发生了什么事呢？

2、教师操作木偶表演故事情景。

（1）木偶表演：

旁白：游戏时间到了，明明选了自己最喜欢的穿珠游戏。

明明：小珠子，真有趣。（明明把小珠子塞到了耳朵里。）

（2）教师：明明玩串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觉得明明
这样做对吗？为什么？

3、引导幼儿观察挂图，继续讲述故事。

老师送明明到医院，医生挖出珠子。医生还告诉明明，下次
可不能再把珠子塞到耳朵、鼻孔、嘴巴里了，那样做耳朵和
鼻孔会流血，还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2）教师操作木偶，模仿明明的声音说：我再也不把玩具塞
到耳朵里了。

4、拓展幼儿经验。

（1）教师：我们身体上有一些小小的孔，如：耳朵、鼻子等
等，这些小小的孔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不能把东西
塞进这些小孔里。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像小珠子一样小？



什么东西比小珠子还小？它们可千万不能塞进我们身上的小
孔孔里呀。

（2）教师总结：教室里的小珠子、小插粒、小磁钉，家里的
小纽扣、小橡皮都不能塞进我们的耳朵、鼻孔、嘴巴里，如
果不小心掉进去，一定要马上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助我们。

在这个环节可以发现有些小朋友知道的安全知识比较多，作
为一个小班的幼儿但也知道一些常规安全知识。我又顺势引
导着她们知道，当发生了意外要去医院找医生。

暑假安全幼儿园教案反思篇六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安徒生的一篇著名童话，它讲了一个
卖火柴的小女孩大年夜冻死在街头的故事。作者经过这个故
事，表达了对穷苦人民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课文重点是写
小女孩五次擦燃火柴，从火柴亮光中看到的种种幻想。而在
现实生活中，小女孩又冷又饿，没有欢乐。这些幻觉是她在
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得到的，因而在她临死前产生了这样的
幻觉。这些幻想与小女孩的现实处境构成强烈的比较，更衬
托出小女孩的可怜和悲惨。

根据本课教材的特点，我从整体入手，引导学生初步感知、
把握文章的主要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以小提纲的形式：卖火
柴、擦火柴、冻死街头理清了文章的脉络，这对于三年级的
学生理解长篇童话这种形式的文章是一个创新。教师的引导
到位，学生的思路清晰，一下就把握了课文的整体。

在处理“卖火柴”的部分时，提出中心问题：小女孩在大年
夜卖火柴的部分给你留下了怎样样的印象？你是从哪里感受
到的，联系有关的语句说说自我的理由。焦教师引领学生从
字词句入手，在紧抓文本的同时，让学生提升了自我的感悟。
学生用自我的语言，发挥自我的想象，说出了自我对课文的
深刻理解。并经过有感情的朗读，表现出了小女孩的可怜，



为以后故事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感情基础。

在处理“擦火柴”的部分时，重点讲解了小女孩第一次擦燃
火柴时看到的幻境，抓住了小女孩看到火柴燃起时惊喜的心
理，及火柴熄灭时巨大的失落，让学生深深地体会到了小女
孩那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深切的痛苦。然后让学生以自
读自悟的形式仿照第一次擦燃火柴的教师的学习方式自我学
习，把课堂还给了学生，锻炼了学生自学的本事，学生学得
津津有味。在讲到课文的高潮部分，擦然火柴看到奶奶的场
景时，利用多媒体课件创设了一种情境。把学生带进了彷佛
奶奶就在眼前的意境中。学生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奶奶，请
把我带走吧！带到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
去。”在孩子们深情的呼唤中，课堂的气氛到达了高潮。

在作业设计中，利用学生学习这则童话的活力，趁此推荐了
许多安徒生的童话，激发了学生阅读的兴趣。

总之，我感觉这节课上得很成功，体现了新课标的精神，使
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相得益彰，让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受到了熏陶，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将继续探索，使
我们的语文教学更上一层楼。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暑假安全幼儿园教案反思篇七

课前经验准备：初步认识各类标记图案（关于火的有关标
记）、有关消防灭火短片活动过程：

一、认识各类消防安全标志

1、出示各类标志图案。提问：宝宝你们明白这是什么吗？

2、教师小结：消防标志是一种指示性标志。它是由带有必须
象征意义的图形、符号活文字并配以必须的颜色所组成的。

二、了解各类消防安全标志的含义

1、出示图片：标志分类

1）火灾报警和手动控制装置标志：消防手动启动器、火警电
话等。

2）紧急疏散途径的标志：紧急出口、疏散通道方向等。

3）灭火设备的标志：灭火器、消防栓等。

4）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地方或物资的标志：禁止火灾、禁止用
火灭火等。

5）其他类型：禁止带火种、当心触电等。

2、投影标志说说你认识什么标志？这个标志的图形怎样，有
什么含义？（消防手动启动器；发声警报器；火警电话；紧
急出口；地上消火栓；当心爆炸、当心有毒；安全通道；禁
止吸烟、烟火、燃放鞭炮、放易燃物）3、讲解幼儿园的消防
栓。



三、关看灭火短片

大家认真观看后讨论：

四、小组讨论森林里如何防火

1、分组讨论：森林里能否点火？为什么不能？。

2、小结归纳森林着火的危害性五、巩固总结1、匪警、火警、
急救中心电话各是什么？

遇坏人打110，着火打119，急救中心120。

2、遇到火情，危险情景时，要坚持镇静，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