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消防安全的安全教案反思与
评价(通用7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问题来了，
教案应该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大班消防安全的安全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一

1、幼儿进一步感知消防装备与消防员工作之间关系，了解消
防员工作的了不起。

2、幼儿能大胆的与消防员对话，积极、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
法或疑问。懂得着火时要保护自己的一些简单办法。

3、激发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表达、交流的兴趣。

4、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录像、照片、联系好消防员和装备、幼儿服装、录音、事先
参观过消防队。

一、回忆交流。

1、回忆去消防队参观的情景。问题：你还记得在消防队里看
到什么?

2、简单交流幼儿间的问题。

预计幼儿的问题可能会涉及：消防叔叔除了救火还做什么;不
同颜色消防帽的`用处;车尾上方的灯当中的小孔;消防车的车
灯为何多;云梯车怎样救高楼上的朋友等。



小结：消防车和其他车有很多不同。车上有很多工具可以帮
助叔叔灭火、救灾。

3、导入下一环节：想想消防员叔叔自己还需要带些东西吗?

此环节目的是通过与叔叔间问答的形式，关注孩子的语言表
达，激发他的自信，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二、感知对话。

1、幼儿根据自己对消防员随身携带工具的兴趣，与消防员对
话。

主要经验：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教师注意在幼儿与消防员之间架起方便沟通的话语桥梁

小结：叔叔救火时需要这些工具保护自己、救助别人，这里
每样工具都是有用的。

2、观察消防服，和消防叔叔比赛穿衣服。

(1)听铃声，猜猜是什么声音?交流关于铃声的经验

(2)想想叔叔听到铃声会做什么?

(3)和叔叔比赛穿衣服，观察消防服的特征

小结：放置和折叠的方法不一样，加上叔叔训练过，所以他
们穿着快捷。

(4)老师穿消防服，回忆需要的工具，问题：我是消防员了，
可以救火去吗?

此环节重点是对关系的理解，工具与叔叔灭火救灾间的关系，



发展观察、分析、思维的能力。在与叔叔的互动中体验交往
的乐趣。

三、“阅读”体验。

1、观看录像：训练中的消防员。问题：看叔叔在做什么?

小结：叔叔的本领……

2、思考：小朋友遇到火灾应该怎么办呢?

帮助幼儿小结叔叔教的方法，引导幼儿保护好自己。

此环节主要感受叔叔训练的不易的同时提高幼儿自主意识，
安全意识。

大班消防安全的安全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二

1.了解火中逃生自救的基本方法。

2.初步了解消防的小常识。

3.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培养幼儿反应的敏捷性和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经验准备：教师事先带领幼儿参观消防队，观看消防知识
展。

2.物质准备：消防灭火视频。

1.幼儿观看消防灭火视频，引出活动内容。



师：刚才你们看到什么?为什么会发生火灾?

2.引导幼儿结合已有的经验，讨论在家、在园遇到火灾脱离
危险的方法。

(1)提问：如果遇到火灾应该怎么办?如果火很大，有很多浓
烟，应该怎么做?

(2)小结：如果遇到火灾，应该迅速离开着火处并大声呼救，
拨打119报警，不能乘坐电梯等，如果货很大，有很多浓烟，
要用湿毛巾捂住嘴巴和鼻子，下蹲弯腰，烟枪逃离火场。

3.引导幼儿交流：预防火灾的`方法。

小结：小朋友不玩火、不适宜燃放烟花爆竹、不乱动煤气开
关等。

4.开展消防演习活动，引导幼儿采用正确的方法有序的逃生。

1.组织幼儿观察幼儿园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等，并定期开展
消防演习活动。

2.游戏活动：开展角色游戏"火警逃生"，让幼儿经一部掌握
自己的方法。

此次活动圆满结束!活动前我为幼儿创设了宽松自由的活动氛
围，让幼儿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轻松获得锻炼与提高。活动
过程中，幼儿表现的积极主动，都能用较完整的语言回答老
师提出的问题，并能主动与同伴交流。

大班消防安全的安全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三

1、通过演习，训练教师和幼儿在紧急状况下有序地通过安全
疏散通道。



2、教育幼儿遇到危险时才能听从老师的指挥，作出基本的自
救行为。

3、培养教师和幼儿相关的安全意识和保护能力。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能积极参加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1、知道火灾中自救的基本常识。

2、熟悉本班的逃生路线。

1、警报响起，教师迅速做好准备工作。

2、教师即刻停止一切活动，组织幼儿迅速按规定的疏散线路
带领幼儿有序下楼，集中到操场安全地带，再清点人数。

3、在规定的时间内，确保幼儿快速、安全、有序地脱离受灾
地点，做到无遗漏、无丢失、无伤害。

3月26日-30日是我市第一安全教育周。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
我们大班举行了消防演习活动。

在上个星期的活动中，幼儿已经积累了有关安全防火的生活
经验。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了消防演习活动。让幼儿知道，
万一遇到火灾不要盲目乱逃，一定要采用安全的逃生方法，
才能避免造成人身伤害，同时也教育幼儿，不仅自己不玩火，
也提醒身边的人不玩火，注意用火安全，懂得保护自己。

3月27日，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我们班进行了火灾中的自救
演习方法。一声哨响之后，幼儿立即进入厕所打湿毛巾，捂
住口鼻。

当大火封门不能很快撤离时，在窗口挥舞颜色鲜艳的毛巾求



救帮助。

当火烧着衣服，在地上滚动，把火熄灭。

3月29日上午10:28分，幼儿在教室里正认真地做着作业。突
然，刺耳的消防警铃响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班幼儿
在教师紧张有序的组织下急速地从楼梯离开教室，向大门奔
去…。在演习完以后孩子们特别兴奋，各自讨论着刚才逃生
的情景。

在这次消防演习活动，给幼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让幼
儿在活动中增强了自救能力，也加强了对消防安全知识和应
急能力。通过这次活动的开展，我觉得在演练时，幼儿没有
演习的经验，导致幼儿没有认真地投入扮演角色。而且内容
比较单一，声音比较小，只有报警声，没有其它的内容(如人
造化的火灾实景)，缺乏火灾的真实性，如果在走廊上放一只
冒烟的炉子或用一个大的铁罐里放柴点燃，那效果就更好了。

大班消防安全的安全教案反思与评价篇四

1、了解消防队员的工作，学习并初步扎昂我基本的防火安全
常识和简单的自我保护方法

2、喜欢消防队员，愿意学习消防队员的勇敢和坚强

3、积极参与交流讨论，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一些火灾、灭火的图片、影片

1、观看图片，导入活动。

（1）、教师播放火灾图片，引导幼儿观察。

（3）、幼儿自由讨论后，教师组织集体交流。



2、听消防队员介绍自己的工作，讲解火灾发生后应该采取的
正确行为。

（2）、幼儿观看影片，消防叔叔平时是怎么练本领的。

3、幼儿在消防队员的引导下，认识常见的消防标志，了解每
一种标志代表的特殊含义，如："严禁烟火"、"当心火灾"、"
安全出口"等等。

大班消防安全的安全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五

1.通过消防演习，让幼儿把握火灾时的逃命方法，培育逃命
技能。

2.初步了解消防学问，增加安全意识。

3.培育教师和幼儿相关的安全意识和爱护力量。

4.知道在发生危急时如何自救。

5.教会幼儿做个胆大的孩子。

活动预备

幼儿每人一块湿毛巾;确定好逃命路线。

活动过程

(一)说说火灾和逃命方法

1.引导幼儿说说火灾。怎么样会引起火灾?知道不能玩火。

2.争论：火灾了该怎么做?知道要找湿毛巾折好捂住口鼻，并
听教师口令跟教师屈身靠墙走，不可怕，不乱跑。



(二)消防演习实践活动

1.突然响起警报声，师提示听教师指挥行动。

2.逃命过程：

(1)拿毛巾折好，捂住口鼻;

(2)一个跟一个，听教师口令屈身靠墙走。

(3)走到指定位置排好队。

3.请消防员叔叔讲安全学问。

4.看灭火演习。

如何使用灭火器以及怎样用灭火器灭火。

(三)排队回教室教师简洁小结，稳固安全学问。

活动反思：

消防逃命演习活动，让幼儿初步了解了消防安全学问。幼儿
在拿毛巾、折毛巾、捂住口鼻，听教师口令一个跟一个屈身
靠墙逃离教室，到指定位置排好队，这样一个过程中，幼儿
初步把握了在火灾时怎样逃离的`技能。由于在上次参与演习
时，有的孩子由于可怕在活动时哭了，因此，在这次活动的
开头局部，我引导幼儿说说火灾，并介绍了逃命方法，告知
幼儿不用可怕，有教师在。孩子们听懂了，在实际演习活动
中，孩子们都能有序的跟教师一起逃离教室，到指定的位置
排好队，表现的很好。

通过这次活动，幼儿进一步了解了有关火灾的学问，初步知
道了遇到火灾不能可怕，要用正确的方法逃离等等，增加幼
儿的安全意识。



大班消防安全的安全教案反思与评价篇六

教学目标：

1、通过亲身体验，懂得火不能玩，有根本的安全学问。

2、初步形成自我爱护力量。

3、培育幼儿敏锐的观看力量。

4、探究、发觉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教学过程：

一、熟悉火警电话119

饭后漫步活动时，波波透过院墙观察燃烧树叶的烟，他大叫
起来：“教师，着火了!”我没有直接理睬，而是弯下腰来问
他：“你怎么知道着火了?”我们的交谈吸引了其他幼儿，有
的幼儿呈现紧急表情，有的幼儿紧急大叫(这说明幼儿已有初
步的自护的意识)。为爱护幼儿这意识，并在随机中对幼儿进
展安全教育，我立即蹲下来和幼儿聊了起来：“着火了我们
该怎么办呢?”幼儿的答复是找消防叔叔，打110，甚至有的
幼儿还真的表演起来。“消防电话究竟是多少呢?”幼儿的答
复各种各样：有120，有110，就是没有119。

这说明：

(1)寻常的安全的教育还是有效的。

(2)实际联系不够，需要在随机教育中加以强化，做到不但有
意识，还能助帮幼儿形成自护力量，尽力量离开火源，找大



人寻求帮助。我立即在地上用石头写了大大的119，并告知幼
儿：这是火警电话119。你们还小，当有火灾时，你们要赶快
离开，告知大人请他们帮助。

二、初步感知火的危害和好处

我便带幼儿去观看火源，让幼儿略知火有好处，也有害处。
看到枯叶还在燃烧并发出许多烟，幼儿的反响还是以为真的
着火了，需要请消防叔叔，打119电话。我进一步引导幼儿观
看：“烧的是什么?为什么烧它?烧了有什么用处?这种火有没
有危害吗?”幼儿七嘴八舌，我信任他们已经明白这种火的意
义。

三、进一步感知玩火所带来的危害

正好前面有一片枯草被淘气男孩烧掉，我趁机带他们来到此
处观看，“这一大块黑黑的`地方怎么了?四周的草漂不美丽?
松软不松软?”引导幼儿明白随便玩火的危害。

回来的路上，还讲了一发生在大哥哥身上的事，由于玩火，
点着了稻草堆，引燃了房屋，最终是在消防叔叔和大人的帮
忙下这场火才被扑灭，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信任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中已经种下了安全意识的种子，使他们明辨是非，
知道什么能玩，什么不能玩，知道如何自护。

大班消防安全的安全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七

活动目标：

1、了解基本的消防知识，学习火灾中简单的自救方法;

2、树立防火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幼儿观看录像，了解火灾的危害性。

1、录像里讲了意见什么事?发生火灾会怎么样?

2、幼儿讨论发言，教师小结。

小结：大火能烧掉一座座房，让人们无家可归，烧掉一片片
森林，让动物也没有家园。大火能烧死人和动物;污染空气。

(二)讨论预防火灾发生的方法。

1、火灾很可怕，那我们小朋友要怎么做才会预防火灾的发
生?

(1)小朋友不能随便玩火。

(2)点蜡烛，蚊香时不能靠近容易着火的物品。

(3)不能随便烟花爆竹。

(4)不能玩未熄灭的烟头，见了没熄灭的烟头应即使踩灭。

(5)不能随便完电，插头，插座等。

(三)播放录像，帮助幼儿了解火灾自救的方法。

录像一：垃圾筐着火了，怎么办?(用水泼，用沙子压)

录像而：房子着火了，怎么办?

(四)逃生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