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防欺凌安全教育教案反思 幼
儿园安全教育课教学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
家可以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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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景描述：

在“防火知多少”的活动中，小朋友们正在认真地讨论着怎
样来防火，有的小朋友说：“如果发生火灾了，我就马上报
警打119”。有的小朋友说：“如果发生火灾了，我会跑到外
面呼叫。”小朋友们讨论的十分激烈，忽然，天天小朋友说
到：“我上次从电视里看到，如果发生火灾了，应该采用毛
巾、口罩蒙鼻，匍匐撤离的办法，来自救逃生的。”大家听
了天天小朋友的话，都连连点头。

二、分析：

天天小朋友可以通过电视来了解火灾的知识，这样幼儿们更
能加深了幼儿对火灾的认识。也让其他的小朋友了解自救逃
生的方法及技能，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三、措施：

1、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应从培养常规抓
起，让幼儿明确各个环节，各个活动的具体要求，逐步树立
自我保护意识。

(1)通过故事、看讲等，教给幼儿自我保护常识。



(2)通过现实生活上的实例教育幼儿。

电视上经常有关火灾等的报道，可借助这些实例教育幼儿，
要学会自我保护。还有一些幼儿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如果不
注意就会发生事故。如：上厕所时推挤、手拉手跑步、鞋带
没系好走路等，要教育幼儿注意这些细节，避免发生事故。

2、运用各种形式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运用灵活多样的
形式，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会自我保护。以游戏
训练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游戏是幼儿是喜爱的活动，通过
游戏训练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可收到较好的效果。如游戏
《打电话》，教幼儿万一出现危险，要马上采取一些自救的
方法：发生火灾拨火警电话“119”，讲清楚什么地方发生火
灾，请消防队员赶快来救火，或大喊“救火”、“救命”，
或打电话通知大人，并想方设法离开现场等。

3、以安全知识竞赛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4、认识安全标记训练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安全标记可提示
和警告人们注意安全。我们应和家长配合，利用参观、游玩、
逛街的时候，让幼儿认识常风的交通标记安全标记，懂得其
主要作用，并通过认识安全标记，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四、效果：

通过这几周的教育、引导、幼儿们有了很大的转变。小朋友
明白了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同时初步掌握几种自救逃生的方
法及技能。也了解了火灾发生的几种原因，懂得了如何防范
了。

五、思考：

总之，加强安全教育，培养幼儿保护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它
关系到每个幼儿的安全和健康，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平安。



因此，每个保教工作者、家长都应该做到防患于未然，打好
这个持久战，去除一切可能发生在幼儿身边的危险因素，防
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切记，时时刻刻都不能松懈安全这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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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目标：

1、帮助幼儿初步建立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2、帮助幼儿了解一个人在家时的安全知识，知道生疏人叫门
时不开门，不做危险动作，不乱摸家里的电器开关等。

二、活动准备：

1、设情境：爸爸、妈妈不在家。

2、自制图片4幅、磁带。

三、活动过程：

1、观看情境表演，使幼儿知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生疏人
敲们不能开。

（1）教师向幼儿介绍今天老师和小朋友一起为大家表演一个
小品，名字叫“爸爸、妈妈不在家”。

（2）教师提问，让幼儿回答。

（3）总结：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碰到生疏人敲们，不要
轻易开门，要先问清楚来人是谁、找谁，告诉来人等家长回
来后再来，或让来人在外面留下等，也可让人到家长单位去
找等等。



（4）再次表演，让幼儿加深印象。

一幼儿扮亮亮，另一幼儿表演生疏人（生疏人可随便找理
由）。

2、让幼儿根据自己的体会，谈谈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自己
做了什么事。

3、听录音《晶晶看家》。

4、看黑板上的挂图，帮助幼儿懂得一些安全常识。

（1）玩小刀等尖锐的东西。

（2）一人在安静地玩玩具。

（3）在床上翻跟头。

5、总结：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小朋友们要注重安全。生
疏人来时不开门，不做危险的动作，不乱摸家里的电器开关
等，要学会保护自己。

教学反思

本活动是为了帮助幼儿初步建立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而
设计的，在活动中我通过课件、图片，帮助幼儿了解一个人
在家，不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不玩危险物品、不做危险动作，
不乱摸电器开关等安全知识，小朋友对本活动很感兴趣，在
幼儿讨论的时候，我提供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的时间，让每
一名幼儿都有表现的机会，使幼儿的已有经验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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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让幼儿知道尖利、危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
身体

2、结合重点教育幼儿懂得一些基本的自我保护常识，对幼儿
加强安全知识教育。

3、培养幼儿初步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初步的应变能力。

活动准备：

1、幼儿平时能接触到的尖里利物品，如笔、筷子、剪子、小
刀、小树枝等

2、故事《家里突然来了陌生人》，视频欣赏《猪小弟最怕谁》

活动过程：

1、介绍准备好的一些尖利物品的名称、形状及用途。让幼儿
了解这些物品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

2、让幼儿根据切身体会谈尖利物品使用不当时，会对人造成
危害(划伤、割破等)。

3、讨论如何正确使用尖利物品，保护自己或别人不受到伤害，
学习正确使用笔、剪刀、筷子、等。

小结：

在使用尖利物品时，不能将尖利的物品拿在手上随意挥舞，
也不能含着筷子、吸管或用小棒串着的食物追逐。尖利的物
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儿，他们年纪还小，
有一些尖利的物品还不能使用，也不要去尝试，更不能当玩
具玩。)



让幼儿看情境表演，学会“家里突然来了陌生人”的处理办
法。

教师小结：小朋友遇到有陌生人来访，没有先打开门，而是
先问清来人是谁。现在社会上有坏人，如不问清，很可能会
让坏人钻空子，小朋友们也要当心。对待爸爸妈妈的客人要
礼貌热情。

幼儿在没有成人看护时应该注意以下几条：

1、不能从高处往下跳或从低处往上蹦。要告诉幼儿不爬树、
爬墙、爬窗台。

2、不从楼梯扶手往下滑。推门时要推门框，不推玻璃，手不
能放在门缝里。在家中手和头不伸出窗外。

3、不能将玩具放入口、耳、鼻中，以免造成伤害等等。

4、对幼儿进行防触电教育，首先要告诉幼儿，不能随便玩电
器，不拉电线，不用剪刀剪电线，不用小刀刻划电线，不将
铁丝等插到电源插座里等等。

5、告诉幼儿，一旦发生触电事故，不能用手去拉触电的孩子，
而应及时切断电源，或者用于燥的竹竿等不导电的东西挑开
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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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停水时，要记得关紧水龙头，以防夜间睡着了，或白天
上班时来水，水漫寝室。

油炸食品时，应避免冷水滴入油锅，以免被爆起的油烫伤。

家庭垃圾装入垃圾袋，并定时放到指定的垃圾集中处。



搬运物品前，先做暖身运动，保护身体平衡;搬运时要量力血
行，并要注意正确姿势，避免因用力过猛或姿势不对扭伤腰
部。

整理物品，应注意归类、定位、定量摆放，并及时处理掉不
要的物品。

堆放物品时，笨重的或大件的应放在底层，较小的或常用的
物品则置于上方;长条物品要横放，会流动的要固定，易损物
品要另放，零散物品要先捆扎后叠放。

高压电危险。放风筝、钓鱼、安装电视天线、修剪树木时应
远离高压电线或变压器。发现断落电线，切勿靠近，更不可
碰触，而应立即通知供电部门处理。

不可在同一个插座上插多个插头;不可用铜线代替保险丝;万
一开关坏了，修理时切记先关掉总开关。

电炉或电熨斗用毕后，必须拔掉电源插头。

发生触电事故时，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尽快告知家人;若无
法立即关掉开关，可用干木棍、竹棒等将电源与触电者分开。

不可把小刀、剪刀、药品、火柴、热水瓶、茶具、灭蚊剂等
物品放在小孩能拿到的地方。

不要让小孩在楼梯上做游戏。

不要让小孩玩煤气炉、电器、电插座等。

不要让小孩钻进旧冰箱、大衣柜、大箱子里玩。

带小孩上街时，最好做个装饰布条，上面写小孩的姓名、家
庭住址、电话等，缝在小孩衣服上;大人外出时，切勿把小孩
单独锁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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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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知道哪些地方存在危险，不能去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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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