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安全教育教案中班 暑期安全教育教
案初中(通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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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
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暑期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消防的基本知识和火灾造成的危害。

2、初步了解火灾时的应变和逃生技巧。

3、增强幼儿自我保护能力，提高意识。

活动准备：

1、火灾带来的危险、灾难的图片。

2、湿毛巾，警报mp3

3、逃生演习图片。

活动过程：

一、了解消防的基本知识和火灾的危害。

1、教师展示图片：

为什么房子会变成这样的呢？森林会变成这样？



如果房子冒烟了可能是什么情况？

2、师小结：火灾不仅会危害我们的生命还会让我们财产受到
损失。一些大的森林火灾损失会更加的严重。可能我们一点
的小火花，一点点烟头都会造成大火。

3、了解着火的原因：

二、组织幼儿讨论：发生火灾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学习简单
的逃生和自我保护方法。

1、组织幼儿讨论万一发生火灾该怎么办？

2、通过观看图片学习简单的逃生和自我保护方法。

三、组织幼儿进行简单的逃生演习

教师发出警报，幼儿进行自我保护的逃生，幼儿快速但有序
的顺着安全出口的标记走下楼梯，可用湿毛巾捂住鼻嘴，跟
着老师到空地上，教师清点人数。

暑期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二

活动目标：

1、树立幼儿初步的防范意识。

2、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3、引导幼儿了解一些自己保护的常识，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
的话，不跟陌生人走。

活动准备：

1、排情景表演：小红没上当。



2、录像：《小红迷路了》，小红在公共场所迷路了，一个陌
生人上前给她吃东西，说是妈妈的同事，要送她回家等。活
动过程：

一、请幼儿观看录像：“小红没上当”，教师在主要部分给
以提示。

二、讨论，提升经验

1、引导幼儿讨论：小红如果轻信了陌生人的话，会出现什么
后果?并说一说如果自己遇到了这样情况时应采取怎样的做法。

2、观看并讲述录象内容，引导幼儿明白遇事要动动脑筋，不
要轻易上当受骗。

3、幼儿展开讨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简单记录，教师
将幼儿的记录进行整理、张贴、以提高幼儿自己保护意识。

4、开展“有奖竟猜”游戏，可将幼儿分为男女两方，提问问
题，幼儿迅速且较完整的说出想法，答对的一方可奖一朵小
红花。

(1)在商店里，不小心和家人走失里，你该怎么办?

(3)你一个人在家时，若有人敲门或门铃向了，你该怎么办?

(4)在幼儿园里玩，有不认识的人来接你，你跟他走吗?你该
怎么办?

活动结束：

请幼儿说说动中的感受。



暑期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三

教学内容：进行暑假安全教育。重点是出行和交通安全、防
溺水防中暑安全、防雷电与用电安全、防疾病与饮食安全、
远离黄赌毒与网络安全等。

教学目标：通过学习与暑假相关的安全知识，牢记安全要点
与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理念，使同学们过一个平安、祥和、健康、安全的暑假。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提问法、练习法。

教学用具：多媒体教学(配合课件)

教学时数：一课时(45分钟)

教学过程：

【谈话引入】

同学们，通过一学期的每周一课安全教育，大家掌握了丰富
的安全知识，树立了牢固的安全意识。一个学年紧张又充实
的学习生活已经圆满完成，随着期末考试的结束，大家即将
进入假期。同学们一定想彻底放松一下身心吧，都希望拥有
一个愉快而又祥和的假期生活，对吧?但我们要记住虽然我们
大家放假了，但安全教育不能松懈。因为“多一份防范，少
一份危险”。为保证大家过一个平安、祥和、健康、安全的
暑假，今天我们以“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为原则，对大家进行一次假期安全教育。

【讲授新课】

@@接下来就谈谈暑假安全要注意什么吧



一句话，希望大家在暑假里能记住暑假安全“三个三”!即：

“第三个三”是提醒“三个远离”：远离网吧、游戏机房，
远离毒品、烟酒，远离不良青少年。

@@现在我来给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一、要遵守“三个禁止”。

(一)、禁止违反交通规则，就是要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不管
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外出社会实践，算出打工。

(图片、惨痛的教训，一系列数字。。。)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
边行走。

2)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地列队行走。

3)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4)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5)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栏杆，不在公路上玩耍。

2、骑自行车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边行驶，不准骑自行车搭
载人员上街。

3、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辆。

4、学生和家长不乘坐超载车辆，不坐非法营运车辆。在乘车、
转车途中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人身、行李安全，加强



防盗意识，“财不露眼”啊。如有学生假期外出旅游更应加
强安全防范措施，防止意外伤害。在旅游区遇地势险峻或安
全措施不到位的地方不得前往。外出要告诉家里联络的各种
信息。

5、熟记警句：(先让学生讲讲自己熟悉的，再学习新的警句)

1、抢行痛快一阵子，出事悔恨一辈子。

2、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安全生命线。

3、红灯绿灯警示灯，幸福安全红绿灯。

(二)禁止单独擅自下河游泳，就是要注意防溺水。

(前车之鉴。。。。。。。。)

暑期天气炎热，不要到水底情况不清的小河或者禁止游泳的
地方游泳。

游泳时要注意的安全：

1、游泳需要经过体格检查。

2、要慎重选择游泳场所。

3、下水前要做准备运动。

4、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5、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6、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
来相助。



暑期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四

一、教学目标：

1、教育学生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人身安全。

2、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认识教育，培
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3、掌握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二、教学要求：

知识方面：了解有关知识;明确危害安全的行为。

能力方面：通过学习，时刻提高警觉，自觉做好防范工作。

觉悟方面：认识安全的必要性，树立安全认识;增强责任感。

三、教学重点：

危害安全的行为，及自救措施。

四、活动过程

1、主持人宣布开始，出队旗。

2、交通安全我知道。

(2)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到这些交通标志吗?

(3)我的知识最多：比一比谁知道的交通标志最多?请画出来。

(4)展示交流。说说这些标志表示什么?



(5)带学生去学校围墙那看交通标志。

3、学校安全我注意

(1)故事：在早晨冬跑中，一位同学不小心摔跤擦伤了，怎么
办呢?

处理方法：先用盐水冲洗伤面，再用消毒棉球扶干，而后用
碘酒涂擦伤面，再用酒精球涂擦。轻者不必包扎，重者盖上
清毒纱布包扎。

(2)在学校中要注意哪些安全?

(3)知识问答

选择，并说说为什么?

1.下课了，不能干什么a、打球b、追赶打闹c、跳绳

2.哪些东西不准带进校门a、皮球b、三角尺c、利器、易燃物品

3.哪种行为不对a、跳高、跳远b、攀越围墙、滑楼梯

4.上下楼梯怎样行a、靠右行b、靠左行c、左右行都可以

问答题

a、早晨跑步时，小林因为天气冷所以两手放口袋里跑，对吗?
为什么?

b、下课了，小林和小明你追我赶的去厕所，这样对吗?为什
么?

c、鼻子出血，怎么及时处理?



(4)即兴表演：如果你不小心烫伤了手……

处理方法：对轻度的烫伤，可用清洁的油类、酱油或牙膏，
涂抹在伤面上。

[暑期安全教育教案初中]

暑期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五

教学目的：通过对学生在“外护”、“家居防骗”“电器使
用安全”、“家居防火”等方面的教育，学会生活中一些有
关外出和在家的安全知识，从而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教会
学生如何制定假期作息表，使学生懂得如何合理安排假期生
活。通过学习，让学生过一个安全，健康，有规律的快乐假
期。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暑假快到了，高兴吗？一个多月的假期，你打算
怎样过呢？（找几个学生说说）

2、同学们的暑假生活真丰富！但怎样让我们的假期过得更安
全，更有意义，更愉快呢？下面老师提个醒，我们一看吧。

二、外护学习

1、平时应当熟记自己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以及家长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等，以便在急需的时候取得
联系。如果记不实，要写在小卡片上。



2、自己外出要征得家长的同意，并将自己的行程和返回的时
间告诉家长

3、跟家长外出时，特别在人多的地方，要紧跟着家长，不要
到处乱跑，需要离开的，一定要告诉家长你去的地方。

4、迷路后该怎么办？

（1）在城市迷了路，可以根据路标、路牌和公共汽车的站牌
辨认方向和路线，还可以向交通民警或治安巡逻民警求助，
或到大商场里向里面的工作人员帮忙开广播通知家人或打电
话与家人联系。

（2）在农村迷了路，应当尽量向公路村庄靠近，争取当地村
民的帮助，如果是在夜间，则可以循着灯光、狗叫声、公路
上的汽车的马达声寻找有人的地方求助。

最重要的是迷失了方向时，要镇静，开动脑筋想办法，不要
乱跑。

三、家居防骗学习

在假期里，平时父母都要上班，当同学们独自在家时，要注
意避免陌生人进入而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避免上当受骗。
行骗的手法通常有：电话行骗、按铃行骗、零食行骗。下面
我们就一看怎样做，才不会受骗。

1、独自在家，要锁好院门、防盗门、防护栏等。

2、如果有人敲门，千万不可盲目开门，应首先从门镜观察或
隔门问清楚来人的身份，如果是陌生人，不应开门。

3、如果有人以推销员、修理工等身份要求开门，可以说明家
中不需要这些服务，请其离开；如果有人以家长同事、朋友



或者远方亲戚的身份要求开门，也不能轻信，可以请其待家
长回家后再来。

4、遇到陌生人不肯离去，坚持要进人室内的情况，可以声称
要打电话报警，或者到阳台、窗口高声呼喊，向邻居、行人
求援，以震慑迫使其离去。

5、不邀请不熟悉的人到家中做客，以防给坏人有可乘之机。

6、如果有陌生人说请你吃东西和带你去玩，千万不要相信。

四、家居防火学习

在家里，除了懂得如何安全使用电器之外，还要注意防火，
才能保障我们的家居安全。

1、不玩打火机、火柴，不随便开煤气炉，不玩弄电气设备。

2、如果家里有人吸烟的，提醒他不要乱丢烟头，不躺在床上
吸烟。

3、不乱接乱拉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铁丝代替。

4、家中不可存放超过0.5公升的汽油、酒精、天那水等易燃
易爆物品。

5、如果家里停电了，暂时要用蜡烛或打火机照明的，明火照
明时不离人，不要用明火照明寻找物品，最好用手电筒。

6、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
闭，明火是否熄灭。

7、切勿在走廊、楼梯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通道和安全出
口的畅通。



8、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
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来处
理。

9、不能随意倾倒液化气残液。

10、遇到火警要懂得逃生；用湿毛巾捂住鼻子，靠墙边沿走
火通道逃生。

五、设计暑假作息时间表

同学们，暑假有一个多月那么长，就光在家里吃饭、睡觉、
看电视吗？如果这样的话，放完暑假回来，我们都成了大懒
猪了！这样行吗？所以我们要为暑假的生活做好安排，让我
们的假期生活更健康、快乐，让父母更放心，过一个有意思
的暑假。

1、了解作息表的内容：把一天主要要做的事情按时段安排好。
内容可以包括完成作业，阅读课外书，做运动，练习爱好兴
趣，如：弹琴、画画等。

2、出示作息表样板让学生了解。

3、动员学生回家和父母一起商量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暑假生
活作息表。

暑期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六

教学目的：

1、知道安全乘车的道理。

2、掌握乘车一些必要的自己保护的方法。



3、喜欢帮助别人，与同伴友好相处。

4、初步了解乘车的小常识。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能让幼儿知道安全乘车的道理。

教学难点

能让幼儿大胆地用语言表达乘车时不规范的行为。

教学准备：

安全挂图、公共汽车图片。

教学过程：

一、出示汽车图片，谈话引出内容。

你坐过汽车吗？坐车时应注意什么？

二、出示挂图。

引导幼儿逐幅观察图片并加以讨论，重点了解乘车时应注意
的事项。

三、总结，教育幼儿乘车应注意安全。

问：那么，在乘车时，怎样做才是安全的？

1、引导幼儿根据画面讲出正确的做法。



2、教师总结：如乘车下车都应该排队，不把头、手，伸出车
窗，不在车上乱跑动、不吃带棍状的食物等。

教学反思：

今天下午我们班开展安全教学——《安全乘车》。在这个教
学中，我通过让幼儿观察挂图引导幼儿讨论：乘车应注意什
么安全？由于这种教学比较贴近幼儿的生活经验，这一话题
一展开讨论，幼儿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纷纷说出自己的
乘车经验。为了进一步巩固幼儿对乘车安全的自己保护意识。
借此契机，我利用幼儿的椅子，组织幼儿玩《安全乘车》的
游戏，我当司机，把幼儿的椅子排成两排当公共汽车的座椅，
游戏时提醒幼儿乘车时应注意什么安全，这样的游戏把幼儿
的激情顿时提高起来。游戏中，幼儿既体验了与同伴游戏的
乐趣，同时也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到乘车的安全，整个教学
效果非常好。

暑期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七

活动名称：

安全教育《不靠近危险物品》

活动目标：

1、初步培养幼儿的自己保护意识

2、教育幼儿不玩、不靠近危险物品。

3、了解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

活动准备：

挂图三幅



活动过程：

二、引导幼儿讨论：生活中还有哪些物品或事情是危险的?

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后，总结出：尖锐的器具、火、电、煤气
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

三、寻找危险的物品

将幼儿分成5人一组，分别到洗手间、各个区角及角落、睡眠
室、院子里等地方寻找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危险的物品或玩具
等，找到后记录下来，与大家一起交流，增强幼儿的我保护
意识和对危险的预见能力。

渗透方式：

在一日活动中随时发现危险物品或事情，及时提醒幼儿注意。

危险物品，幼儿园，小朋友，洗手间，干什么

暑期安全教育教案中班篇八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引导学生学习安全知识，进一步增强学
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掌握一些自救自护的本领;珍
惜生命，健康成长。

一、谈话导入

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因意外死亡的人数平均每天
就有四十多人，这意味着每天就有一个班级的学生消失!触目
惊心的数字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

二、学习安全



第一章校园安全

(一)教室内活动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1、防磕碰。目前大多数教室空间比较狭小，又放置了电视、
饮水机等用品，所以不应在教室中追逐、打闹，做剧烈的运
动和游戏，防止磕碰受伤。

2、防滑。教室内地面比较光滑，要注意防止滑倒受伤。

3、防坠落。无论教室是否处于高层，都不要将身体探出窗外，
谨防不慎发生坠楼的危险。

4、防挤压。教室的门、窗户在开关时容易压到手，应当处处
小心，要轻轻地开关门窗，还应留意会不会夹到其他人的手。

5、防火灾。不带打火机、火柴等危险物品进校园，杜绝玩火
行为;注意用电安全，不要乱摸乱动教室、走廊等公共场所的
电器设备、开关、插座等。

6、防意外伤害。刀具、剪子等锋利、尖锐的工具，图钉、大
头针等文具，使用时必须有老师指导，用后应妥善存放起来，
不能随意放在桌子上、椅子上，防止有人受到意外伤害。

第二章交通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约有2万多名中小学生因交通事故伤
残、死亡。交通事故已成为未成年人的头号“杀手”。

1、马路上追逐打闹，游戏。

2、不满12周岁骑自行车。

3、骑车上下学一群并排行驶，这样既妨碍交通，又不文明，
互相挤道，也容易摔跤或撞人。



三、总结

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安全，掌握自救、自护的知识，锻
炼自己自护自救的`能力，机智勇敢的处理遇到的各种异常的
情况或危险，就能健康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