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防雷电安全教育教案 防雷电安
全教育班会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
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防雷电安全教育教案篇一

指导思想：

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预防雷电”安全知识
的宣传。为学生营造一个和谐、安全的学习氛围，避免自然
灾害对学生造成伤害、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相关的救生与自
救知识，更是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能力，使
广大同学更加认识到“安全无小事，事事有安全”。

活动目的：

1、利用防雷电知识宣传活动，不断提高学生自我安全防范意
识。

2、重视防雷，防溺水安全知识的学习，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
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形式：以讨论为主

班会过程：

一、什么是雷电？什么是闪电？雷电（闪电）的发生频率与
特点



案例讲述：时间：20xx.5.18晚上地点：贵州省贵阳市

这天晚上，天气闷热、乌云密布，贵阳市花溪麦坪乡彭关页
岩砖厂承包人樊世成和周小平、何灼青等七人围坐于该厂工
棚内吃晚饭。

8时10分左右，突然一声炸雷响过，靠在门方一侧的樊世成应
声倒地。见此情景，民工们一边将他抬到床上，一边打电话
向医院求救。两小时后医护人员赶到，樊世成不治身亡。

事后有关部门的现场调查资料显示：民工工棚高仅3米，无防
雷装置，电视机室外天线高出屋面5米。天线安装点距离灾害
点直线距离为2米。发生雷击事故时樊世成身穿湿衣站于门侧，
电视机天线连线正好位于身后上部。

二、雷电的危害

雷电对人体的伤害，有电流的直接作用和超压或动力作用，
以及高温作用。当人遭受雷电击的一瞬间，电流迅速通过人
体，重者可导致心跳、呼吸停止，脑组织缺氧而死亡。另外，
雷击时产生的是火花，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皮肤烧灼伤。雷
电击伤，亦可使人体出现树枝状雷击纹，表皮剥脱，皮内出
血，也能造成耳鼓膜或内脏破裂等。

三、雷击一般在哪儿？

1、缺少避雷设备或避雷设备不合格的高大建筑物、储罐等；

2、没有良好接地的金属屋顶；

3、潮湿或空旷地区的建筑物、树木等；

4、由于烟气的导电性，烟囱特别易遭雷击；



5、建筑物上有无线电而又没有避雷器和没有良好接地的地方。

四、怎样防雷

1、建筑物上装设避雷装置。即利用避雷装置将雷电流引入大
地而消失。

2、在雷雨时，人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
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更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
或在大树下躲雨。

3、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在郊区或露天操作时，不要使
用金属工具，如铁撬棒等。

4、不要穿潮湿的衣服靠近或站在露天金属商品的货垛上。

5、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等。

6、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之时，若旅游者在旅店休息，应立
即关掉室内的电视机、收录机、音响、空调机等电器，以避
免产生导电。打雷时，在房间的正中央较为安全，切忌停留
在电灯正下面，忌依靠在柱子、墙壁边、门窗边，以避免在
打雷时产生感应电而致意外。

五、（学生讨论）你认为应该怎样防雷？

1、打雷时，要关好门窗，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手机或
上网，拔掉家用电器的电源以及电话线、电视闭路线等可能
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

2、在室内也要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以及跟屋顶相连的下水管，
铁丝不要拉到窗户、门口。

3、遇到突然的雷雨，出现发硬竖起来时，应该双脚并拢蹲下，
同时拿掉身上的金属物品和发卡、项链等，不要与人拉在一



起，最好使用塑料雨具、雨衣等。

4、外出躲避雷雨时，要注意不要躲在洞穴、大石、悬崖、草
棚和孤树等危险地方。

5、注意收听天气预报，有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并提前
做好应急预防。

班主任点评：

同学们，经过今天的学习，老师也希望通过这次防雷主题班
会，同学们知道防雷的重要性，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
中能学以致用，做一个懂得保护自己的学生。

中班防雷电安全教育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教育学生学会如何防雷电。

2、锻炼学生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想象能力，增强学生的安全
意识。

3、通过表演游戏的形式，让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感受到活
动的乐趣，并更快、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安全知识。

活动准备：

(1)模拟大树一棵。

(2)模拟电线杆一根、电线一条。

(3)模拟房子一座。

(4)用银色的包装纸剪成一条条细小的长带。



(5)小兔子头饰(若干)。

(6)篮子一个。

(7)音乐《下鱼了》。

(8)自编儿歌一首《安全避雷电》。

活动过程：

1、导入，今天，___小朋友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做客，现在我
们出发吧。

2、躲雷雨闪电的情景。

1)刚走到半路上，突然传来一阵雷雨闪电的声音(用录音机播
放音乐)“”孩子们，下雨了，打雷啦，赶快躲“，仔细观察
孩子们躲在哪里。

2)雨停了，继续走，来到了___的家里坐下，他妈妈热情招待
我们。

3、围绕刚才躲雷雨闪电的情景进行提问：

1)刚才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啦?

2)今天小可爱也遇到了像我们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一起
来看看他是怎样做的，好么?

4、观看课件《如何防雷电》

5、围绕课件内容与学生展开讨论。

1)故事里的小可爱她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2)小哥哥又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3)小可爱、小哥哥，谁做得对呢?

4)教师小结。

a)不可以跑到大树下躲避雷雨闪电。

b)不可以躲在高危的地方。

c)不可以躲在电线杆下。

d)不可以躲避在潮湿的地方。

6、教念儿歌《安全避雷电》

不能躲在大树下;不能躲在电线杆下;不能躲在潮湿处;不能躲
在高危处;不慌不乱四处看;找到低处蹲下来，雷电没有再走
动，定能安全回到家。

中班防雷电安全教育教案篇三

设计思路：

随着自然环境的污染，自然灾害也随之增多。其中雷电的安
全事故现象也有发生。家居的危险用电事故也有发生，并且
多是学生事故。让学生从小就认识如何防雷电和在家时如何
安全用电，是我们教师必不可少的教育工作。于是，特此设
计了此活动。

安全知识，理性的东西比较强，我考虑到这一点之后，于是，
在活动的前端，便设计了躲雷雨闪电的情景，让学生自由地
发挥，老师在旁边仔细地观察、引导，让学生通过亲身经历
之后，再让他们来掌握正确的方法，这样便会更加容易接受



和掌握，再者，通过表演游戏的形式，让学生在玩中学，更
快、更好地掌握住所学的安全知识。

活动目标：

1、教育学生节约用电、安全用电。

2、教育学生学会如何防雷电。

3、锻炼学生对事情的判断能力和想像力，增强学生的安全意
识。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逐步养成垃圾分类处理和珍惜、节约资源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课件《如何防雷电》;躲雷雨闪电的情景场地布置(即游戏场
地)：大树一棵、电线杆一条，房子一座，雨的形成：用银色
的包装纸剪成一条条细小的长带，挂在场地的房顶上面飘落
下来;情景演习的准备：电烫斗一个，一件破了一个洞的衣
服;小兔子头饰、木篮子各40个;音乐《下雨了》。

活动过程：

一、活动的导入：今天，一位小朋友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做客，
现在，我们出发吧。

二、躲雷雨闪电的情景：

1、刚走到半路上，突然传来一阵雷雨闪电的声音(用录音机
播放音乐)，“孩子们，下雨了，打雷啦，赶快躲”。仔细观
察孩子们躲在哪里。



2、雨停了，继续走，来到了黄可芳的家里坐下，她妈妈热情
招待我们。

三、围绕刚才躲雷雨闪电的情景进行提问：

1、刚才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啦?

2、你们是怎样避雷雨闪电的?躲在哪里?

3、今天小可爱也遇到了像我们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一起
来看看她是怎样做的?

四、观看课件《如何防雷电》。

五、围绕课件内容与学生展开讨论：

1、故事里的小可爱她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2、小帅哥又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3、小可爱、小帅哥谁做得对呢?请学生自由讨论，锻炼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事情的判断能力。

4、老师小结应该怎样防雷电。

(1)不可以跑到大树下躲雷雨闪电。

(2)不可以躲在电线杆下。

(3)不可以躲在高危的地方。

(4)不可以躲在潮湿的地方。

六、情景演习：突然在黄可芳家里的一个角落里冒出一阵阵
烟和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七、与学生一起讨论应该如何安全用电。

1、寻找出冒烟的苗头(原来是黄可芳贪玩，用电烫斗烫衣服
忘了关掉电源，把衣服烧焦了)。

2、与学生一起讨论在家该如何安全用电?请学生各抒已见，
这时候，要运用灵巧的引导语言来开发学生的想像力和对事
情的判断力。

3、老师小结该如何安全用电：

(1)不玩弄电器的插头，需要时请大家帮忙插和拔。

(2)不用湿手触摸电源开关。

(3)在没有学会操作前不能随便按动电器上的旋钮及各种键，
有的家电只有大人才能操作，不能随便乱动。

(4)注意节约用电，要随手关灯，没人时不开灯，电视看完要
及时关掉。

八、表演游戏：《下雨啦》。

情景设计：播放音乐《下雨了》，兔妈妈和兔子们随着轻快
的音乐采蘑菇，突然下雨了，打雷啦，兔妈妈和兔子们赶快
躲雨，雨停了，兔妈妈表扬躲得好、躲得对的小兔。

活动反思：

1、学生对安全用电的知识掌握得很好，大部分学生都有这方
面的经验，这说明，家长们在家都有教育学生如何安全用电。

2、学生对参与表演性质的游戏非常感兴趣，学生在玩中学得
更好、更快。这个活动环节如此吸引学生，应该让学生多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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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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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防雷电安全教育教案篇四

1、自主学习生字，通过查字典、近义词等方法理解词语“摄
取、勇士、揭开”等词语的意思。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围绕课文内容，进行提问。通过
联系上下文理解、解释关键词理解句子等方法解决问题。

3、根据文中的描述，能介绍富兰克林的制作的风筝及简单原
理。

4、通过阅读，感受科学家勇于为科学献身的伟大精神。

围绕课文内容，进行提问。通过联系上下文理解、解释关键
词理解句子等方法解决问题。

1、媒体。

2、预习课文：

（1）读通课文，读准生字的字音。

（2）圈画自己不理解的词语，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去理解。

1.5课时—2课时

一、揭示课题：



1、板书：雷电

师：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你见过吗？谈谈你所知道的。

学生谈。

2、师：同学们通过书籍、电视等多种渠道，了解了雷电之谜。
（板书：之谜）有一位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他曾冒着生命
危险，从天空摄取闪电，揭开了雷电之谜。

板书：揭开

做动作理解：揭开

联系生活经验初步了解“揭开”的不易。

齐读课题

3、出示第一小节：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是18世纪电学史上
的一位勇士。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从天空摄取闪电，揭开了
雷电之谜。

指名读，（及时用多种方法理解：摄取）师引读体会两句的
因果关系，男女生合作读体会。

质疑：

说明：

质疑问难是整个单元学习的重点，虽然在上个学期学生已经
有所涉及，但是提问的能力上还有待提高，在教学时，教师
要做适当的点拨，让学生学会从字、词、句、标点几方面去
试着提问。

二、深入研读：



1、学习第2小节：雷电之谜是什么？为什么要揭开雷电之谜？

（1）出示句子：从前，人们一直认为，天空中出现电闪雷鸣，
这是大自然在显示神威。

指名读

引导理解：人们——大多数人；一直——说明存在很久了；
大自然在显示神威——认为是天公在发火，对大自然充满了
敬畏。

再指名读。

（2）出示：\\可是，富兰克林却大胆提出，那是大自然的一种
“放电现象”。

指名读

师：他敢于向当时的传统观念挑战，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观
点，向大自然挑战，真是勇气可嘉。

板书：敢于挑战

2、学习第3、4节：怎样揭开雷电之谜的？结果怎样？

（1）师：为了揭开雷电之谜，1753年7月的一天，富兰克林
亲自做了一个吸引雷电的风筝实验。他在做实验前做了精心
的准备，读读第3节，找找描写他做准备的句子。

交流，出示句子：他事先精心制作了一只白色丝绸风筝，风
筝上安了一个尖细的铁棒。风筝用麻绳系住，麻绳末端分成
两支，分别接上一片铜钥匙和一小段丝线。

指名读，及时正音：丝绸、系住、末端



自己轻声读，针对内容提出问题。

交流。（预设：为什么用白色丝绸制作风筝？风筝上为什么
要安尖细的铁棒？为什么在麻绳末端分别接上一片铜钥匙和
一小段丝线？……）

（2）自己轻声读第4节，解决问题。

（有的立即请学生回答，有的内容可以在课后请学生查找资
料回答）

结合“觉得手有点麻，当他的手指靠近那片铜钥匙时，一朵
蓝色的电火花立刻向手指射过来。”回答“安尖细的铁棒”、
“在麻绳末端分别接上一片铜钥匙和一小段丝线”的原因和冒
“生命危险”的'原因。

板书：勇于献身科学

说明：

在这个环节中，教师对学生提问能力的训练有明确的指向，
让学生从内容上来提问。不可避免，学生会提出很多涉及科
学技术的内容。教师要善于归纳、总结，对学习语文有用的
知识加以指导。如“风筝上为什么要安尖细的铁棒？为什么
在麻绳末端分别接上一片铜钥匙和一小段丝线？”这两个问
题，老师指导学生联系下文学习，教会学生自我学习的方法。
另外的问题，可以放在课后去探究。

（3）复述：请你来为富兰克林的风筝写一份简单的说明书，
并说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4）师：为了实验能取得成功，富兰克林还精心实验的时间，
是？（选择了7月的一天来做实验）因为那天？（引读：天空
乌云密布，雷电交加。）过了没多久？这样的天正适合做实



验。

他还精心选择了实验的地点，在？（费城的郊外）因为？
（比较空旷，容易收集）

（5）师：他做了这样精心的准备，实验成功了吗？他兴奋地
叫起来？（指名读、齐读）

师：他勇于实践，知道了雷电之谜就是？（放电现象）板书：
放电现象

（6）师：当他实验成功后，（谁）会说：“。”（提示：看
他做实验的儿子、曾经嘲笑过他的人、别的科学家）

（7）师：富兰克林有着为了科学坚持到底的精神，才会做成
实验，让我们在来读读课文，感受他揭开雷电之谜的不易。

读课文3、4小节。

3、理解“勇士”

（1）师：富兰克林就是这样揭开雷电之谜的。人们称富兰克
林是18世纪电学史上的一位勇士，是因为？（媒体出示第一
节，引读）

（2）你还能从文章中找到，表明他是“勇士”的句子吗？

句式：人们称富兰克林是18世纪电学史上的一位勇士。。
（指导不加上“因为”说）

说明：

学生对“勇士”的理解，从字面上看似容易，但要真正读懂
在文章中的含义，需要老师的点拨。在此处让学生来说说称
富兰克林为“勇士”的原因，不仅能让学生再一次研读文本，



是对前面学习的小结，还能让学生对“勇士”这一词有更深
的了解。

4、学习最后一节：

后来，他还发明了——（读最后一节）

三、小结：

真正的勇士，是像富兰克林这样，敢于（引读板书）敢
于——，敢于——的人，让我们也像富兰克林这样敢于——，
成为生活、学习、工作的勇者吧。让我们记住这位伟大的科
学家——富兰克林。

板书设计：

大胆提出敢于挑战

11、揭开雷电之谜

放电现象

富兰克林风筝实验敢于献身科学

敢于实践

中班防雷电安全教育教案篇五

一、预防触电应注意事项：

1、要买合格的电器。

2、不要用湿手去接触电源开关。

3、室内电灯或其它电器损坏要及时找人修补或更换。



4、不能随便触摸已经接通了电源的电线和破损处。

5、不要在宿舍乱接乱搭电线和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将带电
插座放置在床铺上。

6、禁止在潮湿的地板上修电器，发现有“霹雳”的火花声时，
立即关闭电源，预防触电。

二、触电的急救原则：

2、对呼吸和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和心
脏胸外挤压，直至呼吸和心跳恢复为止。

3、在就地抢救的同时，尽快呼叫医务人员或打“120”求援。

三、防雷电教育

1、雷雨来临时，尽量在室内躲避，关闭门窗;要把电视机、
电风扇等电器的电源关闭，不要打电话，不要靠近暖气片等
金属管道及门窗等易被雷击的地方。

2、不要在雷电交加时用喷头冲凉，因为巨大的雷电会沿着水
流袭击淋浴的人。

3、汽车内也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就算闪电击中汽车，也
很少会伤人。

4、不要在雷雨中放风筝，那样很可能会遭到雷击。

6、不要在旷野中打伞，或高举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锄头
等。

7、不要在水边停留，更不要在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
耍。



8、雷雨天气里，不要在路上飞快地奔跑。

9、避开一切容易导电的物体，如金属，潮湿的动物和植物等，
也不要穿湿衣服。用塑料布顶在头上避雨时，应该避免兜水。

10、不要在巨石下、悬崖下和山洞口躲避雷雨，电流从这些
地方通过时会产生电弧，把人击伤。如果山洞很深，可以尽
量躲在里面。

11、不要躲在旷野中孤立的小屋里。

12、离开高地，不要在孤立的大树下、高楼烟囱下、地势高
的山丘处停留。

13、如果处在野外无处躲避，雷电交加时要立即蹲下，双脚
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俯下，尽量缩小身体体积和接地面积。
手中如果有金属物品，比如金属杆的雨伞、铁器皿、铁锹等，
要迅速放到较远的地方。

14、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在爬的感觉，
头发竖起来，说明要发生雷击了，应该赶紧趴在地上，这样
可以减少雷击的危险，并去掉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
项链等。

15、在户外看见闪电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听见雷声，说明离发
生雷电的地方很近，这时应停止行走，两脚并拢并立即下蹲，
不要与别人拉在一起。

16、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就要提高警惕了，
因为在断了的高压线附近跨步很可能被电击到，这时千万不
要跑动，而应该双脚并拢，跳到安全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