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下学期学期计划安全工作 幼儿园中
班下学期安全工作计划(汇总5篇)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目标，如学习、
工作、生活等。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制定计
划。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计划呢？以下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下学期学期计划安全工作篇一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每位教育者
的职责。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幼儿园中班下学期安全工
作计划，希望对你有帮助。

《幼儿教育新纲要》指出：要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学习
和生活活动，满足幼儿各方面发展的需要，要让幼儿知道必
要的安全保健知识，学习保护自己。在新的学期的里，为了
使幼儿身心得到更好的发展，今后的工作开展的更好，，我
们班制定以下计划 (一)教师做到：

1、坚持每天晨检。

2、保证幼儿不带危险物品入园，如有要收回。严格幼儿安全
制度，预防烫伤、外伤、药物中毒，预防异物进入耳、鼻及
气管，预防幼儿走失。

3、保证教室的通风、干净，保证区角材料的安全、卫生，定
期消毒玩具。

4、及时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证一人一巾一杯。

5、及时清点人数和物品。



6、幼儿午睡时检查是否有危险物品，巡视幼儿是否有不良的
睡眠习惯，如蒙头并及时纠正。

7、户外活动时,教师认真检查活动场地的安全性，及时排除
不安全因素，确保幼儿安全，活动后不遗忘幼儿物品。

8、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与家长密切配合,加强防范意识,
让幼儿在有安全意识的基础上,时时提醒自己或他人注意安全.

9、严格执行幼儿园接送规章制度。严禁陌生人或小学生接送
幼儿。

10、教师在工作中做到时刻高度警惕,把安全放在首位,眼睛
不离开幼儿,孩子到哪,教师的眼睛就到哪.

1.在加强常规方面,做到井然有序,要求幼儿自觉的排队洗手.
喝水.小便等.

2.确保行走的安全。幼儿能做到不推拉。

3.幼儿知道不跟陌生人走，不吃陌生人的东西。懂得不能随
便离开大人或集体。

4.幼儿知道不将手放在门缝间、桌子间、椅子间、以免受伤。

5.户外活动玩大型玩具时,不推不挤,幼儿互相监督,拿器械时
互相帮助.保证幼儿安全.

6.知道不能碰电插座等电器，玩剪刀时注意安全，知道正确
的使用剪刀。

7.知道不把纸团、扣子等塞到耳、鼻里，也不能把异物放到
嘴里。

各种活动将在幼儿园一日生活、教育教学活动、游戏的各个



环节中自然地进行，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帮助幼儿懂得自我
保护的简单知识和方法，才真正保证幼儿的安全。

为了进一步强化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帮助小朋友树立安全
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和自救能力，养成在日
常生活和突发安全事件中正确应对的习惯，我们中班组决定
通过多种渠道增强幼儿的安全防护意识，教给幼儿多种自我
保护的方法，让幼儿在安全的环境中健康成长。特制定了一
份安全教育计划：

1、园内安全教育。幼儿园是幼儿学习、活动的主要场所。

(1)禁止幼儿擅自离开活动室和幼儿园。

(2)加强常规教育，严禁在楼道内拥挤、起哄，避免冲撞，谨
防幼儿因嬉戏玩耍引起碰伤、摔伤。

(3)加强户外体育安全教育，教会幼儿如何正确地使用中、大
型体育器械，提醒幼儿不玩危险性游戏，杜绝因玩具造成的
伤害。

(4)要加强外出活动安全教育，让幼儿知道外出活动应注意的
安全事项，做到有秩序的集合、出行，确保活动过程不发生
任何意外伤害事故。

(5)要注重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障碍疏导工作，防止和减
少幼儿因心理疾病而发生的他伤、自伤、自残事故。

2、交通安全教育。要结合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本园实际，
加强幼儿行路常识、乘机动车常识、道路交通标志常识等教
育，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3、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幼儿不玩火和危险品，让幼儿知道简
单的灭火常识，知道火警电话和报警的方法，加强自救与逃



生、消防标识识别等教育，使广大师生做到人人懂消防知识、
人人有消防意识，保证幼儿园和师生不受火灾伤害。

4、卫生防病和饮食安全教育。知道不吃不干净的食物，不喝
生水等卫生常识，养成饭前洗手、饭后漱口等良好的卫生习
惯。

5、自然灾害防范教育。要加强对幼儿风暴、地震、洪水、泥
石流、雷电、溺水以及自救等方面的教育，确保把自然灾害
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1、幼儿园开辟安全宣传栏及安全版面，发放告家长书等形式，
向幼儿和家长普及安全知识，营造事事讲安全的氛围。

2、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各班组织安全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晨
间谈话、集体学习教育、游戏等，将安全融入一日活动中，
进一步提高预防各种侵害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3、以班级为单位，通过校信通、家长半日活动等渠道，向家
长和幼儿宣传安全知识。

1、《危险的工地》

2、《防止烫伤》

3、《我不认识你》

4、《一个人在家》

5、《逛动物园，注意什么》

6、《我会乘电梯》

7、《地震了怎么办》



8、《特殊的电话号码》

9、《注意交通安全》

10、《我们不玩火》

中班下学期学期计划安全工作篇二

为了开拓幼儿视野，增长知识，亲近自然、感受生活，让幼
儿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增强环保
意识。我园决定4、22号组织幼儿到公园春游。我班特制订安
全计划如下：

1、加强管理和监督措施。级部主任对各个环节的安全防范措
施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到人。班主任和配班教师以及保育老
师是班级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保卫人员有实习老师两名
全面负责幼儿出游的安全工作，教师负责组织好幼儿活动，
维持好纪律。保育员负责照顾好幼儿出游的护理工作。

2、班级教师对幼儿进行春游活动安全教育，增强幼儿安全防
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3、保健医生携带好急救用品。以防幼儿突发事情。

4、春游活动期间一切行动听指挥，准时出发，准时返校。

5、全体幼儿必须穿好老师指定服装，穿球鞋。系好红色丝带
作为班级安全标记。

6、参观活动时要做到井然有序，教育幼儿不拥挤、不追跑、
不打闹。

7、注意言行文明，爱护公物，不随地乱扔垃圾。



8、班主任在每一次集合时一定要清点好幼儿人数，确保幼儿
安全。

中班下学期学期计划安全工作篇三

（一）活动来源

最近班上有一个小朋友在儿童医院走丢，通过调查发现班
上25人中有10人曾走丢过，因此有必要开展一次防止走丢的
安全教育课。而且中班幼儿活动能力增强，活动范围相应扩
大，遇到的危险也相对增多，所以在此阶段开展这样的安全
教育活动是可行且必要的。

（二）活动过程：先设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的目的是让
孩子知道出去的时候怎样跟着家人不走丢；第二个场景的目
的是让孩子知道在爸爸、妈妈手里有东西，没办法拉着手时
怎么不走丢；第三个场景的目的是在超市时怎样不走丢。然
后播放动画片《生活习惯，出门手拉手》，进一步巩固幼儿
这方面的安全意识。

（三）活动价值：加强幼儿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

（四）活动重点：让幼儿知道怎么样不走丢。

（五）活动难点：诱惑情境的创设。

二、活动方案及实施

（一）活动目标：

1、知道外出的时候要跟随成人不丢失。

2、了解走失的后果，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3、大胆说出自己的理解。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很多幼儿有走丢过的经验

2、物质准备：家长帮助幼儿画走丢时的情景

（三）活动实施

1、用幼儿亲身经历的事件引入——有一个小朋友去医院看病
时走丢了

师：xx生病了，妈妈带他去儿童医院看病，最后走丢了。儿
童医院你们有没有去过？

幼：去过。

师：小朋友生病了都要去儿童医院看病。儿童医院里的人怎
么样啊？

幼：很多。

师：那天xx的妈妈带他去看病，他的妈妈去付钱，拿完药之
后，一转身，哎呦！xx不见了，他自己坐电梯从一楼坐到了三
楼去玩了。最后一位好心的阿姨发现了xx，把他送到了妈妈身
边。

师：xx，事情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幼：是的。



师：你当时走丢了心里怎么样啊？

幼：很疼。

师：后来把你送到妈妈身边，妈妈看到你后怎么样啊？

幼：妈妈也很疼，妈妈哭了。

师：妈妈为什么哭啊？

幼：妈妈找不到我。

师：妈妈找不到宝宝，心里又紧张又害怕。那下次能不能乱
跑呀？

幼：不能。

2、拿出幼儿事先画好的图画，画的内容是幼儿曾经走丢的情
景。教师引导幼儿讲述何时何地走失，以及当时的感受。

画1：两岁时，在大楼旁走丢。幼儿哭，妈妈哭。

画2：三岁时，在65路车站走丢。妈妈头发竖起来。（妈妈发
火了）

画3：四岁时，在超市走丢。妈妈叉着腰。（妈妈有点生气）

师：你们跟家里人走丢危险吗？

幼：危险。

师：有什么危险啊？

幼1：会被老拐子拐走。



幼2：会给坏人卖掉的。

幼3：坏人会把你骗到山上砍柴。

幼4：会被车子撞到。

幼5：爸爸、妈妈很想我。

师：所以出去时要跟着谁啊？

幼：爸爸、妈妈。

师：如果不是爸爸、妈妈带着出去的，你要跟着谁？

幼：爷爷、奶奶、阿公、阿婆、我们家人、舅舅。

师：不管是谁，谁带你出去你就要跟着谁。

3、游戏：跟大班的幼儿一起玩娃娃家。（大班幼儿扮演爸爸、
妈妈，中班幼儿扮演宝宝。）

师：今天天气真好，宝宝要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散步了，怎样
跟着他们才不会走丢呢？

（部分幼儿进行游戏：大班幼儿领着中班幼儿“散步”）

师：他们是怎么跟着爸爸、妈妈出去的？

幼：手拉手。

幼：拽着衣服。

（另外一部分幼儿进行游戏：大班幼儿双手拎着篮子，领着
中班幼儿“散步”）



师：你们是怎样跟着爸爸妈妈的？

幼：拽着衣服。

幼：搂着膀子、挽着胳膊。

师：当爸爸妈妈手里有东西，没办法拉着宝宝的手时，可以
拉着他们的衣服或是挽着他们的胳臂。

4、游戏：去模拟超市中活动

（幼儿开始游戏）

师：有没有宝宝走丢啊？

幼：没有。

师：超市里的人那么多，你们怎么会不走丢的？

幼：拽着衣服。

幼：不能。

师：乱跑就会丢掉。今天你们有没有乱跑啊？

幼：没有

师：宝宝们真能干。爸爸、妈妈抱抱你们的小宝宝。

5、看动画片——生活习惯，出门手拉手

师：看看巧虎出门是怎样跟着爸爸妈妈的？

师：不管走到哪，都要手拉手。想跳的小朋友起来跟着小虎
一起跳一跳。



幼：知道了。

（活动结束）

三、活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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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动反思

（一）活动亮点

此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抓住了教育契机

契机1：最近班上有一幼儿走丢。

契机2：抓住了幼儿的心理特点，在中班进行这样的活动，达
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契机3：社会上拐卖小孩的现象比较
严重。

（二）活动不足

情境中的诱惑性不是很大，且幼儿处于课堂环境中，有老师
在反复强调，因此活动中所创设的环境跟实际环境相差甚远。

（三）活动建议

1、在上课之前要跟举例子的幼儿打招呼，不能把孩子不好的
事情在班上讲。

2、可以创设一个大一点、诱惑性更强的环境，甚至整个幼儿
园都可以成为一个环境。因为“离儿童生活越近的教育才能
有效。”



中班下学期学期计划安全工作篇四

期

效

果

1．熟悉幼儿园的环境及一日生活安排，能愉快地参加各项活
动，逐步适应幼儿园生活。

2．认识班上的老师和小朋友，能叫同伴的名字与他们友好相
处，能愉快的上幼儿园。

3．学会排队行走，对参加体育活动感兴趣，促进身体与动作
发展。

4．认识熟悉的生活用品，养成爱护日用品，讲究卫生的良好
习惯。

5．知道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知道我们是中
国人，我们爱中国。

环

境

创

设

1．对教室、活动区进行布置，购置一批新玩具，按类摆好各
式玩具，营造热烈的气氛，让幼儿感到亲切。

2．让幼儿自己选择一个图标做标志。



生

活

渗

透

1．教师在一日生活中，通过叫每一个幼儿的名字帮助幼儿互
相熟悉。

2．鼓励幼儿主动和教师及其小朋友交往，对早上来园不哭的
幼儿给予表扬和鼓励。组织幼儿看大班哥哥姐姐的早操活动，
感受哥哥姐姐活动的快乐气氛。

3．每次玩玩具后组织幼儿按类归放原处，对幼儿进行爱护玩
具的教育。

家

园

同

步

1．配合幼儿园鼓励幼儿积极按时来园，积极参加幼儿园的各
项活动。

2．在家里，家长也喊幼儿的名字，让幼儿尽早熟悉自己的名
字。

3．家长在接幼儿时可与幼儿在园里玩，用赞赏的口吻向孩子
描述幼儿园的环境，赞美幼儿园的环境漂亮，大型玩具好玩
等。



[中班下学期语言教案]

中班下学期学期计划安全工作篇五

教学背景：

此刻越发多的新闻上报道某某地方又着火啦，损失惨重，或
者有人员伤亡。小孩们到幼儿园亦会互相讲着他们在电视机
上的见闻。安全教育随处可见，这不恰恰是一個非常好的教
育机会吗？所以，展开了这一次教学。

教学目标：

1、通过教学，让孩子清楚几种熟知的救火方式，初步清楚简
易的消防知识。

2、教育孩子不玩火，防止发生火灾。

教学预备：

1、蜡烛2根，打火机一個，水、沙子、湿布、扇子等。

2、关于救火的录像。

3、一人一份动手操作图片（图上画的是在着火时，几个孩子
采用的不一样的救火方式）。

教学过程：

1、游戏：灭蜡烛

幼儿教师展示蜡烛，点燃。

“请孩子动脑子想想，用何方法能把蜡烛熄灭哩？”



孩子想出方法后，幼儿教师给予备有些教学材料，请孩子到
前方试一下，幼儿教师。

2、探讨，“出现了火情，该如何是好？”“此刻天气干燥，
例如果出现火情，我们孩子该如何是好呀？”

启发孩子讲出种种救火的方法。

刚刚孩子想出的方法均不错，例如果出现了火情，我们能用
水浇灭火、用湿布扑救火、用沙子救火、用救火器救火……
可是孩子要牢记，例如果出现大火时，我们必须要先拨打119
电话。

3、请孩子看录像。

“前几日，有一个地方着火啦，我们来瞅瞅他们想出的方法
和我们想出的方法一样不同？”

看完录像，提问：“他们想到了哪一些方法？”“哪一些方
法是我们没有料想到的？”（开窗，捂着嘴巴、鼻窜出烟火
区）。

火小的状况下，我们可采用开窗，用水、沙子、湿棉被、救
火器等救火，火非常大时，我们拨打119电话，消防员还未到，
我们孩子必须要把嘴、鼻子捂上，以最快的速度窜出烟火区，
懂得保卫自个儿。

4、孩子动手操作

“请孩子看动手操作图片，图上画的是几个孩子在着火时采
用的不一样的方法，每幅图的左下面有个圈圈，你觉得方法
好的就在圈圈内打上“？”号。

探讨：用扇子扇，是否最佳的方法？



“孩子想想，祖父、祖母生火炉时，用扇子悄悄地扇，火就
越扇越旺啦。倘若火非常大，用扇子扇来救火可不可以哩？
着火时，我们可想其它的方法。

5、怎么样防止火灾？

“只要发生了火灾，跟我们的危害尤其大，房屋没啦，人也
受伤啦。那我们平日里怎么样做方可防止火灾哩？”

孩子探讨回答。

教学扩展：

室外游戏“大胆的消防队员”

根本目的：练习孩子在垫上翻滚、爬行与来回跑的综合能力。

预备：健身垫、红布

玩法：幼儿教师发出命令，排头孩子快速跑到垫子前，从有
红布的地方爬行或滚过去，表示避开烟或滚救火源，接着爬
起来，绕过垫子，跑到队列前拍一下2、位孩子的手。被拍的
孩子快速起跑，反复前1名孩子的动作。

教学反思：

这一次教学以孩子实际日常生活中有过好几次体会的事——
着火为主题，对孩子开展救火、防火教育，带有常见性与典
型性。让孩子带着问题“着火啦，如何是好”，边思边做，
进而启发孩子进而认知到“火灾”带来的危害。从教育教学
过程来看，幼儿教师的目标观念强，在整个教育过程内，幼
儿教师的每个提问都紧扣“着火了如何是好”这一中心。起
初，幼儿教师在做完“灭蜡烛”游戏后，立刻转入启发孩子
探讨“出现了火情如何是好？”很好的启发孩子想出种种救



火的方法。当孩子看完录像后，发现自个儿想出的方法另外
还有不足后，进而为“怎么样防止火灾”问题的深入开展埋
下了铺垫，使孩子明白火灾给国家、集体导致的损失，日常
生活带来的危害，提高了防火、救火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