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安全教育教案大班 40 篇 

 

第 1 篇教案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橡皮膏小熊  

  一、设计意图  

  由于小朋友都喜欢探索周围的新奇事物，加上他们的判断

能力、应变能力比较弱，容易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又由于家

长的溺爱，造成孩子生活上的依赖，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

力也比较差。所以我们选择了"橡皮膏小熊"这一活动内容，引

导幼儿讲讲小熊受伤的原因，同时通过设计标志使幼儿了解如

何避免事故的发生，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和知道一些粗浅的自

我保护的方法。  

  二、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的主要情节，学习单词:橡皮膏，拿起，托起，

帮助，接住。 

   2.鼓励幼儿说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自我保护方法。 

   3.尝试学习设计安全标志。 

  三、活动准备  

  1.橡皮膏玩具熊。 

   2.每个人都有一盆被剪成小块的图片。 

   3.带四幅图片的图形发送器。 

  4、画纸、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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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我在课前就知道一些征兆。 

  四、活动过程  

   1.用橡皮膏展示玩具熊，引起孩子的好奇心。学习词:膏

药。 

   2.通过玩拼图游戏，让孩子找出熊受伤的原因，并说出

来。 

   3.利用图形传输器展示图片，老师带着表情讲故事，让幼

儿理解故事内容，记住故事中的人物，初步了解熊是因为活动

中没有保护好自己而受伤的，并学习单词:摘、抱、扶、抓。 

   4.组织孩子们讨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 

  5、幼儿设计安全标志，并与大家分享设计成功的快乐。  

  A、幼儿设计标志。  

  B、把个别幼儿设计的标志放到图文传送器上向大家介

绍。  

  C、鼓励幼儿把自己设计的标志向听课的老师介绍。  

  五、活动延伸  

   1.将设计好的标志张贴在相应的地方，以引起全园小朋友

的注意，提高所有小朋友的安全意识。 

   2.鼓励孩子继续设计各种安全标志。 

第 2 篇教案  

  大班安全不跟陌生人走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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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要知道如果不能信任陌生人，就不能和陌生人走，以防

被骗。 

  2、提高幼儿对陌生人的辨别能力，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

意识和能力。  

  活动准备：  

   1.头巾、手袋、安全帽、巧克力、玩具等。为了打扮。 

   2.请两个孩子不认识的家长扮演陌生人，设置情境。 

  活动过程：  

  一、观看情景表演“陌生人来了”。  

  情景(一)  

  请一位家长装扮成陌生人，主动与妈妈不在身边的明明说

话，告诉明明：“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你妈妈在那边排队买东

西，叫我过来带你去找她。”  

  情景(二)  

  请另一位家长装扮成外婆模样：“小朋友，还认得我吗?

我是你们家的邻居，你妈妈突然有急事，让我把你带回家，晚

上来我家接你回去。”  

  二、交流讨论，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  

  1、明明遇到谁了?  

  2、什么是陌生人呢?陌生人对他说了什么?  

  3、明明应该和陌生人去吗?  

  4、如果明明跟陌生人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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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小朋友能不能相信陌生人的话?  

  6、为什么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  

  教师小结：遇到陌生人时，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不能跟

陌生人走。  

  三、情景练习，能辨别陌生人  

  一个陌生阿姨敲门进教室，对某幼儿说：“我是你妈妈的

朋友，她今天没空，让我来接你回家，你跟我走吧……”  

  1、你认不认识她?  

  2、如果你不认识她，能不能相信她的话?  

  3、小朋友都来想一想，××应该对这位陌生人说什

么?(让幼儿练习)  

  接着表演：“你跟阿姨回家吧，阿姨给你吃巧克力”  

  4、陌生人给你的东西能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  

  幼儿在教师的提示下，对陌生人说：“阿姨，我不吃巧克

力。”  

  教师小结：陌生人可能有坏人，坏人会用好吃的食物、有

趣的玩具，或者说好听的话骗小孩，把小孩骗走，使小孩再也

不能回自己的家，所以我们不  

   陌生人的话可以随便相信，更不要跟陌生人走。 

  四、活动延伸  

  如果小朋友一个人在家遇到有人敲门又应该怎么办?  

   老师总结:如果不能在家随便开门让外面的人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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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安全 不跟陌生人走  

第 3 篇教案  

  安全教育活动—消防演习  

  活动目标：  

   1.通过演习，训练老师和孩子们在紧急情况下通过安全疏

散通道。 

   2.教育幼儿在遇到危险时，听从老师的指挥，做出基本的

自救行为。 

   3.培养老师和孩子的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活动准备：  

   1.了解火灾自救的基本常识。 

  2、熟悉本班的逃生路线。  

  活动过程：  

   1.当警报响起时，老师迅速做好准备。 

   2.老师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组织孩子们按照规定的疏散

路线，迅速有序地带领他们下楼，集中到操场的安全区域，然

后清点人数。 

   3.在规定的时间内，确保孩子快速、安全、有序地离开灾

难现场，做到无遗漏、无丢失、无伤害。 

  《消防演习》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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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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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周的活动中，孩子们积累了关于消防安全的生活经

验。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消防演习。让孩子知道，一旦发

生火灾，不要盲目奔跑，一定要采取安全的逃生方法，避免人

身伤害。同时，不仅要教育他们不要玩火，还要提醒周围的人

不要玩火，注意用火安全，懂得保护自己。 

   3 月 27 日，我们班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进行了一次火灾

自救演练。一声哨响后，孩子马上进厕所湿毛巾捂住口鼻。 

  快速撤离  

   当防火门无法快速疏散时，在窗口挥动颜色鲜艳的毛巾求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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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消防演习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强了他们的

自救能力、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能力。通过这个活动的开展，

我感觉在锻炼的过程中，孩子们对锻炼没有体验，导致孩子们

没有认真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内容比较简单，声音比较低，

只有警报声，没有其他内容(比如人为的火灾场景)，缺乏火灾

的真实性。如果在楼道里放一个吸烟灶或者用大铁罐点燃，效

果会更好。 

  安全教育活动  

第 4 篇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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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活动目标：  

   1.了解消防基本知识，学习火灾中简单的自救方法。 

   2.树立防火意识，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 

  二、活动准备：  

   图片，投影仪，电视，红布，湿毛巾和小孩子的一样，还

有一把玩具手枪。一个安全出口。 

  三、活动流程：  

   (1)展示容易发生危险的图片，提出问题。。 

  教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幅图片，请大家观察图

片上小朋友在干什么?这样做会发生什么情况?  

   1.老师拿出投影仪放图片，让孩子自己说话。 

  2、教师挑选几幅介绍。  

   老师总结:孩子不能玩火和蜡烛，都容易着火。现在我们要

去清明节了。请提醒父母在清明节点蜡烛和烧纸钱。在你离开

之前，你必须扑灭火焰以防止森林火灾。 

  (二)、小实验“蜡烛灭了”。教师提问：“当点燃的蜡烛

用杯子盖住，会发生什么情况?”  

  教师实验幼儿观察后回答。  

  教师小结：当火刚刚烧起来，可以用破衣服去扑灭，也可

以用沙、浸水的棉被盖住，隔绝空气灭火。  

  (三)、如果发生火灾，没有办法扑灭，你该怎么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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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孩子的经验，处理火灾的几种方法。根据孩子们的故

事展示图片。 

  1、 报警：火灾发生后不要慌张，火警电话 119;报告失

火的详细地址，在得到消防队的明确回答后，才可以挂电话。  

   老师和孩子学习拨打 119，老师就是电话接线员。让孩子

解释清楚自己的位置。 

  2、逃生方法。  

  除了报警，还需要做什么?(不要乘坐电梯、升降机、迅速

找到安全出口，离开火场。) 3、怎么离开火场?  

   (1)用湿毛巾、布捂住口鼻，弯腰摸墙撤离。 

   (2)地板着火了。人在二楼，要一个一个跟着走。不要挤在

楼下。 

  (3)关掉煤气或切断电源。防止发生更大的爆炸。  

   (4)打开窗户，可以用颜色鲜艳的布条打电话求助。 

   (5)如果火已经到了你的身上，要就地打滚，跳入水中，或

者用厚重的衣服压灭火苗。你不能跑。 

   (6)老师总结:发生火灾时，孩子不要惊慌，保护好自己，

迅速找到安全出口离开，报警时要说清楚自己在哪里。得到消

防队的明确答复后，他们才能挂断电话。 

  (四)、防火演习。  

  情景：突然警报拉响。教师表现慌张，说：“小朋友不好

了，幼儿园的失火，火灾发生了，我们赶快撤离现场。”提醒

幼儿不必慌张，就地找到可以帮助我们离开的用品。教师和幼

儿用湿毛巾、湿布掩住口鼻，弯腰摸墙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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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篇教案  

   幼儿园最重要的是安全教育。幼儿园阶段对幼儿的自我保

护和安全教育，要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从身边的生活入手，

通过事例增加其感性体验，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注重培养其

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意识，重在预防。同时，让孩子知道一些

简单的道理。 

  一、不做危险的事  

  1、不玩火有些幼儿爱玩火：玩火柴，玩打火机，用火烧

东西玩，认为这样很有趣，但却不知危险。玩火，易造成火

灾。轻者，烧坏衣物、身体;重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

丧失性命。  

  教育幼儿平时做到：  

   (1)不要玩火柴和打火机、点火把、翻炉子、烧落叶和树枝

等。 

   (2)不要把纸和塑料这些容易着火的东西带在靠近火源的地

方。 

   (3)学会识别易燃物品的标志，不要把火放在有易燃标志的

物品附近。 

   (4)如果发现自己或邻居，或公共场所着火，迅速跑出来呼

救。如果附近有电话，拨打 119，请消防队员灭火。 

  建议：  

   (1)可以组织孩子观看有关火灾的图片和视频，引导孩子讨

论如何预防火灾，重点是培养孩子的防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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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要教幼儿参加灭火过程，因为幼儿缺乏自我保护能

力。 

   2.不要碰电线，不要碰电器。电是人类的好朋友。电能给

人们带来了光明。电是主要的能源。电灯、电视、冰箱、电车

等。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都离不开电。但是，电和火

一样，也是危险的，而且因为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更危

险。使用不当会导致危险。 

   孩子对电很好奇，也很感兴趣，但是对电的危险性认识不

够，所以我们要重视孩子这方面的教育。 

  教育幼儿做到：  

   (1)不要触摸电线，不要玩弄电源插头和接线板。 

   (2)不要触摸家用电器，如落地灯、电风扇等。 

  (3)不要走近设有"小心触电"标志的地方。  

  建议：  

   (1)帮助幼儿认识什么是导电的，什么不是。 

  (2)组织幼儿进行"找找哪些地方有触电的危险"活动，让

幼儿说说为什么，并在这些地方贴上"小心触电!"标志。  

   3.不要开关煤气和天然气。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家庭使

用燃气(或天然气)做饭，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煤气

和天然气是非常易燃的气体，遇到火星会燃烧甚至引起爆炸，

引发火灾。气体是一种有毒气体，会使人窒息而死。 

  为避免发生危险，教育幼儿做到：  

  (1)不扭动煤气罐或煤气灶上的开关;不拉、不扯、不碰煤

气罐上的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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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到厨房里去玩耍。  

   (3)如果闻到煤气味，赶紧告诉大人，赶紧离开那里。如果

发现燃气灶开关没关或者灶具熄灭漏气，而自己又能关开关的

话，可以快速关闭。 

  建议：  

   (1)带孩子参观有燃气设备的厨房，在煤气罐和燃气开关上

贴易燃易爆标志。 

   (2)帮助孩子识别易爆和易燃的标志。 

   (3)帮助幼儿辨别煤气的气味。 

  4、不乱动乱吃药药能治病，能帮助人解除痛苦，但不能

乱吃药。因为药的种类很多，作用也不同。有的药专治肚子

疼，有的专治感冒;药除了人用的以外，还有植物、动物用

的，如果是杀虫的药，专门用来毒杀老鼠、蟑螂、苍蝇、蚊子

的药，等等。如果把药弄乱了，吃错了药，不仅不会治病，还

会添病，甚至导致更可怕的后果。  

  幼儿因为分辨能力差，容易吃错药。由于有的药形状、颜

色差不多;很多药表面有一层糖衣，吃起来会很甜，幼儿自己

误吃的可能性会增加。  

  为此，应教育幼儿做到：  

   (1)吃药不乱。生病的时候要记住自己的药名和药箱，让大

人吃药。 

  (2)大人给喂药时，如果觉得味道跟平时不一样，就不要

再吃，马上告诉大人，请大人再仔细检查是否弄错了。等确实

以后，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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