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安全防地震教案反思与评价 中
班安全课教案及教学反思地震知识知多少

(通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班安全防地震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一

作为一位优秀的老师，教学是重要的任务之一，借助教学反
思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讲课技巧，优秀的教学反思都具备一
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班安全优质课教
案及教学反思《地震知识知多少》，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了解地震产生的原因

2、如何躲避地震的方法

一、地震的由来我们的地球是个大大的圆球，（师实物演示）
我们生活在这个球的表面，为什么人不掉下来呢？因为地球
中心有很强的地心引力。那么在这个球的中心有些什么呢？
有岩石和岩浆有厚厚的地层。这些东西一直都在运动一刻不
停。为了让他们正常运动不爆发出来引起地平面的一些才难，
人类就想了个好办法，到处种树。我们都知道树有很长很密
的根须，这些根须就像许许多多的手一样把泥土岩石牢牢抓
住。这样就安全多了。

二、地震的躲避方法地震时地面会晃动，严重时墙面会倒塌，
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只要安静地听从大人的话，记住躲避



的方法就好了。

如果在家里发生了地震我们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地晃动的`厉
害时我们不能朝外面跑，因该要先把门打开，然后找坚固的
家具底下，并且要保护好头部。怎么保护呢？用书包顶在头
上，用被子坐垫盖上，实在没有软的东西保护时，可以用手
护住脑后部。然后蹲下紧缩身体，这样你的膝盖就能保护好
肚子了。

如果地震时我们在马路上行走，那就尽量跑到开阔的地方去，
电线杆玻璃窗招牌等都是危险物品，一定要远离。

地震时不能做电梯，不能搭乘任何工具。

地震一般时间很短，震动时不能转移，要等地震过后才能转
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学习地震自我保护姿势

三、地震的预防我们要多留心广播电视，一旦有预报就要马
上转移。平时我们要保护大自然，多种树，不乱砍乱伐。让
我们人类和大自然和平共处。

四、我们能为地震地区的朋友做什么讨论如何尽自己的力为
灾区的朋友做什么。

基本完成了本节课预设的教育教学目标，幼儿对老师的提问
积极响应，与老师的互动很好。老师的有些引导还不够到位，
要多让幼儿表达，以后上课要多注意对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
培养。



中班安全防地震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二

1、初步了解地震带来的后果，知道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

2、让幼儿知道地震中的自救基本常识。

3、在情景演练中，幼儿将自救知识转化为自我保护能力。

1、地震的资料图片。

2、书包、桌子、盆子、毛巾、水、等物品。

3、动画课件、ppt课件。

一、引导幼儿认识、了解地震。

1、让幼儿观看地震的动画，让幼儿直观的观看地震时的情景。

教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段动画片，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请幼儿观看相关地震的动画）

教师：你们刚刚看到了什么？（地震）地震给我们带来了哪
些灾害？

2、请幼儿看看有关地震引发的灾害图片（房屋倒塌、破坏财
物、山体滑坡、人员伤亡）

二、引导幼儿知道一些有关地震的自救知识。

2、教师和幼儿一起讨论，讨论后请幼儿观看室内自救动画。

小结：地震来时如果我们在家里，我们要及时找安全的地方
躲避好如：桌子底下、床底下、家里的卫生间，待地震停后
要及时跑到外面空旷的地方去。跑的时候要用身边的物品或



手保护好头。

三、组织幼儿地震演习。

1、教师：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么多在地震中自救的方法，那么
如果现在发生地震你会怎么做？现在，我们就来进行一次地
震演习，当听到警报响时，你们就赶快想办法躲到安全的地
方。

2、给幼儿展示已准备好的自救场景。

3、提示幼儿奔跑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

4、给幼儿讲解演习的流程。

当幼儿听到音乐响起的时候是说明地震来了，教师这时组织
幼儿找好躲避的地方。当幼儿听到音乐已经停时说明地震已
经停了，这时教师组织幼儿有序的往空旷的地方转移。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自救知识，当地震来时不
用怕！我们只有多学习和演练自救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小
朋友们，记得把我们今天学到的自救方法与家人、朋友分享，
好吗？”

幼儿参与本活动的兴致很浓，为了让孩子更深刻形象地了解
和熟悉一些地震灾害来临的情况和自救方法，我们通过这次
活动，使孩子们知道了一些有关地震的自救方法，以防护孩
子们健康成长。幼儿通过本次活动提高了自我保护的意识和
能力，更加懂得生命的可贵。

中班安全防地震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三

活动目标：



2、教育幼儿遇到地震时能听从老师的指挥，做出基本的自救
行为、

活动准备：

1、幼儿、家长和教师共同收集报刊、杂志中有关汶川地震的
资料或图片、

2、了解地震中自救的基本常识、

活动过程：

一、观看图片，感受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1、结合图片讲述地震来临时的情况、

幼儿：略教师小结：地震时，使建筑物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如：房屋倒塌、桥梁断裂……所以给我们生命和财产带来了
极其严重的损害。地震还可能引发火灾、水灾、瘟疫。

二、通过游戏教育幼儿在发生地震时，怎么样保护自己。

（一）与幼儿讨论地震发生时如何保护自己。

教师：当地震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呢？怎么样
做才是安全的呢？

幼儿：略现在，咱们一起看看其他的小朋友是怎么保护自己
的？

（二）师幼小结

1、当你在室内的时候，可以躲在墙角、厕所等容易构成三角
支撑的地方以及结识坚固的家具底下或旁边。用身边的坐垫、
枕头等柔软物保护头部。选好躲藏处后，正确的避震自姿势



为；蹲下，低头，闭眼或用手保护头部。还可以用湿毛巾捂
住嘴、鼻子以防吸入灰尘和毒气。千万不要跑到阳台或窗户
旁边，要远离玻璃门窗，或是悬挂物物下。

2、如果是在室外，应该尽快跑到开阔的地方。要远离楼房、
围墙、树木、广告牌等，更不要躲到地下通道中或高架桥下
面。不要坐在汽车里，要到空旷的广场避难。

3、千万不能跳楼或者进电梯。

4、如果被埋，不要惊慌，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可以设法敲击
能发出声响的物体，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三）教幼儿安全有效的撤离

1、学习正确的撤离动作。

提问：我们撤离的时候如何在运动的过程中保护自己？幼儿
讨论寻找最有效的保护方法、（双手抱头、上身向前弯曲，
快速撤离）

2、出示班级撤离图，带幼儿观察并找出班级在紧急情况下撤
离的路径和位置。引导幼儿讨论：为什么撤离时要走图中标
注的路径？使幼儿了解图中标注的撤离路径是离户外安全地
带最近的一条通道。

3、启发幼儿讲述撤离方法和注意事项、如按顺序，不拥挤；
听老师的指挥等。

三、组织幼儿“实战演习”演练室内避震及紧急撤离。如幼
儿在撤离情况下出现拥挤、用时过长等情况，教师带幼儿查
找原因，再次演习，使幼儿掌握正确、快捷的撤离方法。

四、教育幼儿在发生地震时，不慌张，及时躲避，运用逃生



技巧。

师：“地震虽然很厉害，但是小朋友不能慌张。在地震发生
时，地面开始摇动后，还是有一小段时间可以用来躲避，如
果在这段时间内躲到安全的地方，就不会受到伤害。”

教学反思：

安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继续探讨和努力，将安
全教育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不断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每位幼儿撑起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中班安全防地震教案反思与评价篇四

一、活动目标：

1、体验宣传画的含义和作用。

2、了解上下楼梯的安全注意事项，尝试用变涂色边说的方式
制作宣传画。

二、活动准备：

自制ppt、油画棒三、活动过程：

1、图片导入（一张哭的幼儿图片），激发兴趣师：你知道图
片里的宝宝为什么哭吗？

师：（马上出示楼梯图片）教师演示幼儿不好好走，从楼梯
上滚下来的情景。

教师小结：原来这个小朋友上下楼梯的时候在玩，小眼睛不
看前面…才会从楼梯上摔下来，所以他哭了。



2、根据图片信息，幼儿讨论师：你们知道上下楼梯的时候要
注意些什么吗？

师：上下楼梯要慢慢走，不能推、不能挤、不能跳，要一格
一格的走。

3、幼儿操作（涂色：七彩楼梯），教师提作画要求。

师：在你们制作宣传画前，老师有要求哦。请在规定范围内
作画，不要涂到外面，画面要干净整洁，涂色要均匀。我们
要给楼梯涂上颜色，告诉小朋友上下楼梯要慢慢走…边涂边
说：一格一格往上走。

5、延伸师：请小朋友们带上你们的宣传画作品，我们一起去
幼儿园的楼梯上去贴出来，给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看看，这
是我们小班小朋友的宣传画，告诉他们上下楼梯要安全。

一二一，行楼梯。手扶好，靠右行。不蹦跳，不拥挤。上下
楼梯有秩序，安安全全是第一。

教学反思：

讲授法、提问法刺激听觉感官，示范法、观看法刺激视觉感
官，练习法、游戏法综合刺激各种感官……因此，教学方式
的成败与否，关键是看能否发挥出它应有的刺激性。教师要
不断锤炼自身的刺激能力，如独具特色的.肢体动作，极富渲
染的表情神态，变化多端的语言声调等，这是实现教学方式
刺激性的基础。因此优秀的教师应该时刻关注孩子的肢体、
眼睛、嘴巴，了解孩子的内心状态，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
式。

中班安全防地震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五

活动目标：



1、感受歌曲欢快的情绪及鼓声强与弱的力度变化。

2、会听随鼓声的大小做相应动作，表现鼓声的强与弱。

活动准备：

大鼓一面

活动过程：

(一)入场：随伴奏带开火车进入课室。

1、引导幼儿跟随音乐节奏做动作。

2、引导小朋友辨听和模仿火车开来(由弱变强)和火车开
走(由强变弱)的声音。

3、扩散练习：鼓励幼儿大胆模仿各种小动物来了和走了的声音
(如小鸡、小鸭、小猫、小狗等)，注意声音的由弱变强和由
强变弱。

(二)主体部分：欣赏歌曲

1、用动作感受歌曲第一段

(1)指导语：你们觉得刚刚的`音乐怎么样?(引导幼儿说出开
心，快乐)这首好听的音乐还可以用来跳舞呢。

(2)播放歌曲第一段，教师随乐舞蹈。

(3)引导幼儿随第一段舞蹈，用动作感受歌曲。

2、欣赏第二段，用身体动作表现鼓声。

(1)感受鼓声强弱。



指导语：来了好多小鼓手，请小朋友闭上眼睛仔细听，他们
是怎么敲鼓的?

引导幼儿认真倾听，感受鼓声强弱。

引导幼儿用拍手和嘴巴发出的声音表示鼓声强弱。

(2)欣赏歌曲

完整欣赏歌曲一遍，找出歌曲中的鼓声特点。

引导幼儿用身体动作表现鼓声由弱到强。

鼓励幼儿创编舞蹈动作表现鼓声的最强音，鼓励幼儿相互学
习、模仿，并进一步创编。

3、随乐完整表演。

结束部分

指导语：有客人邀请咱们去伴奏呢!(全体随音乐出场)

活动反思：

1.为了激发孩子的活动热情，老师启发幼儿大胆地表达内心
感受，体会肢体动作带来的乐趣。让孩子们与同伴一起寻找
客人老师的游戏，是孩子们尽情分享、交流的时刻，满足了
幼儿与老师近距离接触的心理需求。

2.在活动中，孩子们可以自由发挥想象，然后与同伴交流，
产生灵感，大胆有创意的表达。

3.老师尊重每位幼儿的想法与创造，只要他们动脑筋想到的，
都值得欣赏。让他们在宽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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