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防火教育班会教案 冬季防火灾教育
班会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冬季防火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1、知道森林防火重要性，懂得护森林，保护环境，热爱自然。

2、让幼儿了解森林火灾发生原因，以及森林火灾危害。

3、学习森林防火安全知识，初步掌握基本自救逃生方法及技
能。

活动准备:

森林防火课件、故事《森林着火了》

活动过程：

一、出示图片：

提问：

1.这是什么地方？（森林）

2.这么美丽森林，我们应该怎样来保护它呢？

二、观看森林防火课件，了解引起森林火灾原因以及森林火
灾危害。



（出示森林失火图片）

提问：

1.看到图片你有什么感受？

2.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森林火灾?

3.森林火灾会引起哪些严重后果?引导幼儿用语言讲述自己看
到图片。

三、组织幼儿讨论山林火灾防护，对幼儿进行护林防火安全
知识教育。

1.怎样才不会引起山林火灾?

(1)清明节扫墓时，要特别注意在燃烧香烛纸钱，防止火星吹
到其它地方引起火灾。

(2)不能在山上点火、玩火。

(3)不能在山上把放烟花炮仗。

(4)不要私自在野外进行野炊、烧烤等活动，以防引发山火。

2.看见山林出现着火现象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四、讲述故事《森林着火了》，激发孩子从小养成爱森林，
爱自然好习惯。

附：一天，狐狸在森林里抽烟，狐狸抽完了烟随手把烟头一
丢，自己便走开了。

还没有灭了烟头，从小火苗到了熊熊大火。



小朋友们，你们身边有抽烟人吗?如果有，那就赶快告诉他们
不要随手丢烟头吧!

冬季防火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1、初步了解安全用电的基本常识。

2、通过学习安全用电的知识，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引导幼儿初步掌握日常生活中的电。

5、培养幼儿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活动重点难点：

重点：初步了解安全用电的基本常识。

难点：在生活中如何运用安全用电的知识来保护自己。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带插头的电线一段、插座一个、电的标志

活动过程：

一、出示电线，直接引入。

小朋友看，这是什么呀？看看里面和外面有什么不一样？

师：这是一段电线，里面是铜线，会导电的，外面是塑料，
包裹着铜线，是保护层，有了这个保护层，我们抓在手里才
没有电。但是塑料坏了，我们就会碰到电，就会发生危险。



二、出示插座，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你们看，这又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用呢？

师：这是插座，里面含有铜片，可以导电，外面是塑料做的，
以为是保护层。如果将手伸进去就会碰到铜片，电就会传到
人的身上，会发生危险，除了人和铜会导电之外，水也会导
电，所以小朋友不能用潮湿的手去碰电源。

三、讨论电的用处。

师：小朋友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哪一些东西需要用到电呢？

幼：电灯，电脑，电视

小结：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电，电的用处很大，但是如果不安
全用电，就会发生危险。

四、认识用电的基本常识，逐一出示教学挂图，引导幼儿仔
细观察。

图中的小朋友在干什么呢？他们这样做对吗？

五、引导幼儿结合生活经验，说说生活中安全用电应注意什
么。

1、刚刚我们说了金属和水、人都会导电，所以小朋友不能将
手指伸进电源的插座孔里，不能用金属导电的东西接触电源。

提问：如果你们家里的电线破了应该怎么办呢？（用专用的
胶布包裹）

如果看见电线段在路边了，应该怎么办呢？（绕过去）

2、出示“电”的标志，让幼儿认识。



要是在路边看到这个电的标志了，就应该远离它，不要去触
摸，更不要去靠近，也不能去攀爬。

活动延伸：

幼儿操作材料《小心用电》贴安全小贴纸。

冬季防火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1、知道不能随便玩火，并了解火的危害。

2、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有关火的图片、幻灯片、故事。

活动过程：

1、教师组织幼儿以火为题展开讨论，讲述火对人类有利的方
面和不利的方面。如火可以照明、取暖，烧水、做饭，火箭、
导弹发射，卫星升天等，告诉孩子们，我们的一日三餐、出
行上班、工农业生产都离不开火。但是违背了用火的规律，
不正确的使用它，它就会发起脾气来，烧毁财富，甚至危及
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要认识它、驯服它、正确使用它，
让它为我们人类更好的服务。

2、教师介绍火能够发烟、发热、火焰的特征和容易引燃周围



可燃物导致火灾等；举出一次火灾实例，配合图片进一步讨
论火灾对人的危害，引起幼儿对安全用火的注意。

3、介绍灭火逃生的故事，组织幼儿观看有关怎样灭火的幻灯，
教给幼儿一旦发生意外，不要慌不乱，要听老师的指挥，要
低下身子，用湿毛巾捂住鼻子排队按顺序疏散，以防烟雾呛
人，发生窒息，防止挤伤、踩伤等。

活动反思：

通过系列的消防活动，孩子们了解了火的用途和危害，知道
不能玩火。而且还了解一些灭火和逃生的方法。在幼儿园的
防火演习活动中，幼儿听到紧急哨声，动作迅速的用手或布
捂住嘴，蹲着或爬着在老师带领下迅速逃离现场。幼儿没有
慌张和不知所措能在老师引导下迅速离开现场，说明幼儿通
过学习有了一定的经验，并掌握了一些逃生的技能。

冬季防火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1、尝试探索火灾发生的基本原因和条件，认识灭火器材和防
火材料，了解火灾为人类带来的危害。

2、初步学习收集、查找相关资料，培养幼儿自主学习的能力
与合作分享的意识。

3、感受火灾现场的真实场面，能正确的估计火势的大小，掌
握发生火灾时的基本自救措施。

二、活动准备：

1、收集相关图文资料及幼儿探究活动中需要的材料。

2、创设火灾现场的场景，让幼儿亲身感受火灾发生时的真实
场面。



三、活动流程：

在主题实施中，我将采取"以幼儿的自主探索为经线，以"观
察、实验、讨论、制作、实践、资料收集与共享为纬线"的方
式进行探究活动。

四、典型活动：

1、防患于未然

户外活动时，机灵的刘瀚琪闻到烧树叶的味道，孩子们七嘴
八舌地说："咦，火可以把树叶烧断。""为什么烧过的叶子会
有难闻的气味呢？"一连串的问题被孩子们抛了出来。我想：
孩子们一定是非常渴望了解火的秘密，在《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第三部分――组织与实施中指出：教师应善于发现幼
儿感兴趣的事物、游戏抓住时机适时引导。我就顺势引导孩
子："火可以烧毁哪些物品呢？"于是《谁能燃烧》这个实验
开始了。孩子们将收集到的各种塑料、纸、木头、金属、针
织品进行燃烧。当他们第一次看到火迅速地将棉花烧着了，
好多孩子都吓得发出了尖叫声纷纷逃跑，我鼓励孩子把燃着
的棉花放进水里，使火苗熄灭。并问到："湿棉花还能着火吗？
"还是那些比较有生活常识的孩子们答对了：湿棉花当然不能
烧着了。当他们燃烧塑料制品时，又闻到了难闻的气味，还
有黑色的物质残留。聪明的韩梓鉴很有经验的说："这难闻的
气味就是塑料燃烧时排放的毒气。"孩子们听他这么一说，赶
紧捂上了鼻子和嘴。通过他们细心观察，亲手实践，孩子们
知道了谁能燃烧，谁不能燃烧。接下来，大家又发现家里的
窗帘，床上用品，厨房里的柜子，毛巾，教室里的玩具，桌
椅都是易燃品。这是金彤彤小朋友和妈妈在网上搜集到的放
火材料的图片，孩子们还在家中统计了飞机和火车上禁止携
带的易燃品。

由收集资料到寻找答案，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加深了对"防
患于未然"的理解，同时也体验到寻找答案与分享经验的快乐。



2、灭火有高招

自从孩子们找到了身边的易燃品后，他们就一直担心着：如
果哪一天人们由于注意不当而引发火灾，那该怎么办呢？孩
子们想到了消防队――这个火灾的克星。他们从网上收集到
消防队灭火过程的图片，知道了消防队是用消防车、高架云
梯、救生犬来灭火的，还为我们沈阳自制的灭火炮而拍手叫
好。我们还认识了身边的消防栓、灭火器，灭火箱……孩子
们建议在家中，幼儿园里多准备几个灭火器，谨防火灾的发
生。不过当他们了解到其实还可以利用窒息的办法制作灭火
器时，就迫不及待地动手制作起来。他们收集了好多的塑料
瓶，将水、沙子、盐倒入瓶子中，希望用它来灭火。可是塑
料瓶是摔不破的呀？大家讨论应该用玻璃瓶来制作，但是玻
璃瓶摔破时会有玻璃片崩溅是十分危险的。还是婷婷最有办
法了，她想出用塑料袋制作的灭火弹既安全又方便而且价钱
还很便宜呢。在后面的环节中，孩子们自制的灭火弹也派上
了用场。

3、火灾来了怎么办

孩子们制作了灭火弹后就幻想着用它显显威风。针对孩子们
的愿望，我们决定明天来一次真正的消防演习。点子多的佳
佳说："我们应该设计好逃跑的路线，火灾来了我们就能顺利
的逃走了。"她的想法启发了大家，孩子们纷纷动脑设计逃生
路线。有的用荧光笔画箭头贴在墙上，有的用不干胶纸直接
粘在地上，孟孟还利用了小彩灯照明，即使有浓烟也不会迷
路。孩子们还细心的为小班的小朋友想了逃生的好主意：拉
着诱导绳逃跑。

冬季防火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安全用电

活动要求：



1、使幼儿了解安全使用电器得粗浅知识。

2、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过程：

1、请幼儿找一找教室中的电源插座或插头在什么地方？

2、讨论：幼儿园班级里的插座为什么都要安装得这么高？
（让幼儿知道电插头、电源插座都是很危险的东西，如果手
碰到插孔内，人就会触电，会有生命危险。）

3、请幼儿看教师拿插头时手的姿势和抓的位置，让幼儿知道
插孔里有电，插头上的小铜片能把电通过电线传给录音机，
所以手不能碰到铜片，更不能把手伸插孔内。

4、组织幼儿讨论：用电时要注意什么？知道潮湿的东西不能
靠近电器，这样会漏电，电器不能和与纸、布等易燃物品放
在一起，不然可能引起火灾。

5、让幼儿说说在家中用电器时要注意什么？

活动延伸：

散步时。可以带幼儿从远处观察高压电的标记，教育幼儿高
压电很危险，一定要远离高压电。

活动反思：

1、幼儿对安全用电的知识掌握得很好，大部分幼儿都有这方
面的经验，这说明，家长们在家都有教育幼儿如何安全用电。

2、幼儿对参与表演性质的游戏非常感兴趣，幼儿在玩中学得
更好、更快。这个活动环节如此吸引幼儿，应该让幼儿多玩
几次游戏，在以后的户外活动中，要安排插入这个游戏让孩



子们玩。

3、幼儿的想像力比以前有所进步，并且对事情的判断能力也
提高了不少，这真是可喜可贺，我发觉孩子们在玩中、在动
态中更有积极性，更能发挥他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思维都变
得活跃而富有前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