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设计(优秀5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设计篇一

通过本次主题班会，学习和掌握一些安全常识，增强学生安
全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一、质疑导入，引起学生学习欲望。

1、同学们，你们听说过"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吗？你会选择食
品吗？

2、播放视频《别让垃圾食品危害你的健康》，通过视频播放
的形式引起学生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3、过渡语：今天是全国教育安全日，今天老师就带着你们一
起走进安全的殿堂，寻求我们必备的安全知识。

二、眼耳结合，探寻安全常识，教育学生珍惜生命，安全第
一。

1、校园安全：上下楼梯时你是怎么做的？

（1）以实例引出在校园中怎么做能保障安全，并学习校园安
全知识。

（2）学唱课间安全歌谣。



2、食品安全：应该注意的问题？

（1）向学生出示十大垃圾食品，让学生远离垃圾食品。

（2）学唱小学生食品安全歌谣。

3、用电安全：（如图）你们犯过这些错误吗？知道如何安全
用电吗？

先说明电的用处，对比引入操作不当所带来的危害，同时交
给学生安全用电，以及有人触电怎么办。

3、我的健康我做主——食品知识闯关。

通过知识小竞赛，巩固所学，让学生能正视食品安全的重要，
明确"我的健康我做主"。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设计篇二

为了全面普及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风险意识、反间谍意识、
保密意识和政治警觉，营造良好的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责
任义务和教育的氛围，xxx年级xxx班于20xx年4月15日班会课
开展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喜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xx周年”为主题的国家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活动。

1、向学生介绍“什么是国家安全”；

2、向学生介绍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安全日；

3、向学生介绍怎样维护国家安全。

1.什么是国家安全



2.“你问我答”

就国家安全日主题，教师相继为同学介绍与其相关的几个方
面并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3、《国家安全法》规定的七项义务：

第一、是教育防范义务，就是教育、动员、组织群众防范、
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第二、是提供便利条件的义务。

第三、是提供情况、证据的义务。

第四、是发现、报告的义务。

第五、是保守秘密的义务。

第六、是不得非法持密的义务。

第七、是不得非法持有专用间谍器材的义务。

学习之后，通过此次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全体
师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牢固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
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和相关法
律，积极支持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履行职责，在隐蔽斗争战线
上，构筑起一道牢固的反奸防谍人民防线，有效地防止和惩
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国家安全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设计篇三

1、结合生活实际，了解防盗的设施与方法。



2、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激发求知欲、创造力。

3、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提高幼儿思维的敏捷性。

本目标从认知、能力、情感等多角度确立，内容涉及社会、
健康、科学、美术等多个领域，力求"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
又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1、幼儿收集的各种防盗设施、方法的图片资料。

2、画有"住宅小区、银行、博物馆、超市、幼儿园"的图片。

1、利用生活经验引出课题

讨论：你们家有没有被偷掉过东西，是怎么一会事？

（从孩子熟悉的生活内容入手，孩子参与踊跃，描述绘声绘
色，兴趣充分激发）

2、了解各种防盗方法。

（1）幼儿介绍自己了解的防盗方法。

（通过实物投影仪，幼儿把准备的图片资料在电视屏幕上展
示，并介绍给大家）

（2）幼儿布置展板，教师鼓励幼儿观看并相互介绍。

（3）鼓励幼儿把知道的更多的防盗方法介绍给大家。

3、通过讨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1）"有了这么多的防盗方法是不是一定安全了，为什么？"

（2）"原来，小偷是会想尽坏主意偷东西，所以我们在平时
生活中还要注意些什么？"

（3）"如果我们真得发现小偷该怎么办？"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设计篇四

“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全民国家安全责任”

学校成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校党
委副书记任组长，成员由宣传部、学工处、校团委、保卫
处(武装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宣
传部副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20xx年4月14日至2016年5月15日

大力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民国家安全
意识，增强全民国家安全责任。大力开展《宪法》、《国家
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的
宣传教育。大力宣传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
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以及国家安全
制度，国家安全保障，公民、组织的义务和权利等规章。

1、悬挂宣传条幅，通过广播播报相关内容(4月14—30日，责
任单位：宣传部)

2、举行“维护国家安全从我做起”的大型签名活动(4月15日，
责任单位：校团委)

3、组织召开主题班会(4月29日前，责任单位：学工处)

4、开展主题征文活动(5月15日前，责任单位：宣传部、校团



委)

5、布置专门橱窗(4月22日前，责任单位：保卫处(武装部))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确保活动效果；

2、各单位将有关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进行整理和总结，
在活动结束后及时报送活动办公室。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班会教案设计篇五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写好一篇教案至关重要，教案是课前的模拟，是上课的流程，
是上好一节课的重要前提。作为新教师，必须了解教案的组
成，学会写一篇结构完整的教案。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班会教案，希望大家喜欢！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班会教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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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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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1、会安全、正确的使用铅笔

2、做铅笔的好朋友，爱护铅笔。

活动准备：

1、铅笔人手一支，转笔刀一个

2、握笔歌

3、自编儿歌《铅笔是我的好朋友你》

4、幼儿拿铅笔打闹受伤、乱戳铅笔造成的危害等方面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猜谜语导入，引起幼儿兴趣。

身体生来瘦又长，五彩衣裳黑心肠。虽然嘴尖会说话，越说
越矮无下场。(谜底：铅笔)

二、自由尝试用笔，引导幼儿正确使用铅笔

1、自由讨论交流：小朋友在用笔书写的过程中都存在哪些不
良行为?(咬铅笔头、争抢铅笔、拿铅笔乱戳打闹等等)

2、出示用铅笔打闹铅笔打闹受伤、乱戳铅笔造成的危害等方
面的图片，让幼儿真正认识到这些不良习惯带给我们的危害，
一定要改掉这些坏习惯。



3、讨论如何正确握笔，并学习《握笔歌》

小小笔，手中拿，老大老二紧握笔，老三笔下稳稳垫，无名
指头藏中间，小拇指头坐桌上，笔儿紧靠老虎口，写起字来
稳又好。

总结：铅笔要轻拿轻放，不写字时0.就又要放在铅笔盒中，
不能拿着到处行走，更不能打闹，笔头断了不能用要及时削，
笔芯很脏不能放入口中等等。

三、学习自编儿歌《铅笔是我的好朋友》

小小铅笔本领大，能写字来能画画，我来做他的好朋友，保
护他来不打架，不乱扔，不乱戳，做个护笔的好娃娃。

活动延伸：

在日常生活中，及时关注、引导幼儿学会正确使用铅笔，养
成良好地用笔习惯。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初步了解乘车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则、基本常识。

2、让幼儿懂得在乘车过程中怎样进行自我保护。

3、知道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逃生。

4、教会幼儿做个胆大的孩子。

活动准备：

食物投影仪、图片、乘车的音乐

活动过程：



一、了解乘车的基本规则，出示车票：这是什么?它用来干什
么?

你知道乘车要注意什么?

二、观看图片，知道乘车中的安全常识。

1、看看图片上的小朋友做得对吗?为什么?

2、幼儿回答后教师小结安全常识。

三、讨论如何保护车厢环境。

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车厢内的整洁?

四、组织幼儿“乘汽车”，巩固乘车的基本规则与常识。

五、结束活动。

活动反思：

“各种各样的汽车”主题活动结束了，孩子们这才依依不舍
地将自己的玩具带回了家，不同的'是，通过这几周的认识，
孩子们知道了自己带的什么汽车，同伴带的是什么汽车……
孩子们对马路上汽车的种类、用途、汽车的发明、构造、发
展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再谈到汽车，他们的话题开阔了。通
过汽车这一幼儿喜欢的载体，进行的美术、游戏等活动，让
幼儿充分体验到了快乐，从中也获得了有益的经验，审美情
趣也得到了培养。

活动目标：

1、幼儿探索防暑降温的各种办法。

2、了解在夏天带草帽的好处引发幼儿用各种方法制作大草帽。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5、增强安全意识，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危险的地方玩耍。

活动准备：

收集各种防暑用品

活动过程：

一、幼儿互相观察谈谈有哪些防暑用品。

你们这几天带来了很多防暑用品，看看都有些什么?

这些用品有几种?

二、说说用用他们怎样使人们感到凉快。

你用过那些?感觉怎样?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凉快?

重点介绍遮阳帽：夏天太阳很大，我出门时会戴一顶遮阳帽。
你们戴过吗?有什么感觉?

在夏天戴遮阳帽可使人们避免阳光的直射，感觉不那么热，
脸上的皮肤不容易晒伤。

说说你们带来的各种遮阳帽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幼儿介绍)

如果让你来做一顶遮阳帽你会怎么做?选用什么材料?样式等

我们下次到区角去做做看好吗?

三、幼儿谈论还有哪些防暑降温的方法。



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有什么在夏天防暑降温的好方法?
我们还可以回去问问爸爸妈妈看他们有什么好办法。

活动目标：

1、丰富幼儿关于食物的词汇，提高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2、增加幼儿的食品卫生知识，使幼儿对食物有更多的了解。

3、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教幼儿养成细心、认真的学习态度。

活动准备：

彩图若干：腐烂的水果、发了芽的土豆、发霉的花生、色彩
鲜艳却带有剧毒的蘑菇、田螺、海鲜、贝壳、路边的牛杂等。

活动过程：

1、幼儿解释“食物中毒”的含义，让幼儿知道人在食物中毒
时所表现的状况，如呕吐、腹泻、昏迷等等，严重的会导致
死亡。

2、分别向幼儿展示每一幅图片，可提供实物让幼儿比较，如
可用蘑菇、马铃薯、水果、花生等，提醒他们仔细观察食物
的形状以及不同之处。

3、分别向幼儿讲述图片中的食物颜色、形状等各方面特征，
向幼儿讲解图片中食物的毒性。

4、让幼儿互相交流、讨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不能吃的食物。

教学反思



这节课，我是根据我班幼儿具体存在的问题所设计的，在活
动中让每位幼儿通过观看课件来感受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和所
造成的不良后果，孩子的反应很好，在活动后，孩子在用餐
时也能尽量注意吃饭时要注意的问题，这样教育效果就会更
加明显，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提醒孩子们的饮食行为!

活动目的：

1、引导幼儿运用已有的经验帮助走丢的朋友想出最适合的办
法。

2、大胆的表述自己的想法，学会预防走失的知识。

活动准备：

走丢录象1段《乌拉走失》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感知经验：

1、观看视频，引出走丢了怎么办。

师：宝贝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乌
拉，可是他遇到问题啦!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什么问题了。

播发视频前段。

2、提问。

乌拉遇到什么问题了?

我们怎样来帮助他呢?

我们来看看乌拉怎么解决问题的。



二、基本部分：讲述经验：我们生活中还会在哪些情况下走
失呢?

万一你走失了怎么办?

宝贝各抒自见。

学习儿歌。

宝贝们真棒，乌拉呀，听了你们说的，要送一首好听的儿歌
给你们呢。我们一起来学吧!

《走失了怎么办》

商场里，人太多，找不到妈妈真难过，

对陌生人不要讲，售货员阿姨来帮忙。

公园里，人真多，找不到妈妈真难过，

站在原地不要动，等着妈妈来找你。

大街上，车辆多，找不到妈妈真难过，

不哭不闹不着急，找到警察帮助你。

讲明电话和地址，定会安全回家里。

三、结束部分

宝贝们各抒己见。

活动延伸：

请家长让孩子熟记一个监护人的手机号码和家里的具体位置。



活动目标

1、知道施工场所有许多建筑材料、大型机器，很危险，不能
随便进入。

2、了解更多的关于工地的知识，知道安全帽、安全的用途。

3、扩展知识面，增强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

幼儿人手一本图书，录像带。

活动过程

一、请幼儿观看录象，了解建筑工地。

1、建筑工地有什么?

2、认识各种建筑工地上的安全标记和高大的施工机械，如：
搅拌机、大吊车等。

二、给幼儿介绍有关工地的一些简单知识。

1、为什么叔叔们的头上都戴着安全帽呢?

2、为什么在房子的边上有许多绿色的?(可以防止砖块、木材
等物体从高处掉下来砸伤人。)

3、盖房子前要干什么事情?

4、房子外面的架子是怎么搭上去的?

5、工地上有许多的沙子，我们小朋友可以到工地上玩吗?为
什么?



三、教师引导幼儿欣赏各种建筑物的图片，让幼儿讲一讲自
己最喜欢的建筑物。

四、引导幼儿阅读幼儿用书，看图说说。

1、这是什么地方?

2、小朋友在工地上做什么?

3、这样做对吗?(请幼儿说说为什么)

教师：今天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建筑的事情，我们小朋友很
爱动脑筋会提问题，但我们要记住工地是危险的，小朋友不
能随便到工地上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