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开学第一课安全活动反思 幼儿
园中班开学安全第一课教案(实用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班开学第一课安全活动反思篇一

1、让幼儿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安全知识，知道“红灯停，绿
灯行”的`道理。

2、知道过马路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让幼儿知道不走斑马线
的危险性。

3、让幼儿学会念儿歌，进一步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图片红绿灯、斑马线；

2、儿歌《交通灯》。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主题。

“小朋友们知道怎样过马路吗？过马路时应该注意些什
么？”（幼儿讨论）

二、出示图片，提高幼儿兴趣。



“我们中一班小朋友太乖了，老师让你们看些图片，想不想
看？小朋友们把小眼睛闭上，老师把小图片请出来，3，2，1，
好了，睁开小眼睛。”

“这是什么呀？（红绿灯）小朋友们见过吗？小朋友们跟爸
爸妈妈上街的时候有没有见过？”（幼儿讨论）

三、引导幼儿认识红绿灯。

“中一班小朋友真棒，老师来告诉小朋友，这个是红绿灯，
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上街时候可以看一看，马路上的十字路
口就有了。”

四、引导幼儿讨论。

“我们中一班小朋友那么聪明，那么，你们知道要怎样看红
绿灯吗？”（幼儿讨论）

五、讲解怎样安全过马路

“小朋友说街上车多不多？危不危险？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
知道怎样看红绿灯是不是。那小朋友们要张开小嘴巴跟老师
学了好不好。”

“红灯停（出示图片红灯），绿灯行（出示图片绿灯）。”
（反复教幼儿三遍）

六、引导幼儿认识斑马线。

“小朋友们看，这又是什么呀？你们有没有见过”（同上，
介绍红绿灯时一样）

“小朋友们张开小嘴巴跟老师念，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七、引导幼儿学习儿歌。



“今天中一班小朋友表现太棒了，老师来教你们一首儿歌好
不好？每个小朋友都要张开小嘴巴跟老师读了，老师来一下，
看哪个小朋友的声音最好听，等一下我们就送小星星给
它。”

八、带幼儿读儿歌（引导幼儿读第一遍，鼓励幼儿读第二遍，
表扬幼儿读得棒，提到幼儿兴趣，读第三遍。）

中班开学第一课安全活动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了解校园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2、掌握安全知识，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3、进行预防灾害，提高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

教学重点：掌握安全知识，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新的学期开始了，我们又相聚在一起，老师非常高
兴。相信大家在假期里过得非常愉快。现在开学了，老师想
要讲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安全”。新的学期，安全将时
时伴随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

二、新闻回放：

《高速公路上发生的车祸》

同学们看完这条新闻你想说些什么呢?(生讨论发言)



(生讨论师总结)

三、校园的安全隐患：

(生列举)

1、学生在体育课、课间活动、集体活动的安全隐患。

2、学校围墙存在的安全隐患。

3、学生在上学、放学路上的交通安全隐患。

4、校园意外伤害的隐患。

师：那我们该怎样预防呢?

四、学生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注意课间安全：大课间、体育课以及参加集体活动时，前
后左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太拥挤，不然容易踩脚、绊
脚，容易摔倒。在课间玩耍时要文明玩耍，不做剧烈的活动;
上下楼梯靠右走，“右行礼让”;不在教室内打球、踢球、跳
绳、踢毽。严禁用扫帚、拖把、铅笔、石头等危险物品玩耍、
投掷。集体活动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时间，遵守纪律，
遵守秩序，语言文明。

2、校园围墙的安全：不要攀爬围墙，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地
方，不要过去玩耍，更不能向围墙外面乱扔垃圾、石子等危
险物品。

3、交通安全：要遵守交通规则和交通秩序。在上学、回家的
路上应该走路右边行走，在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马路时要减速
慢行，注意来往的行人、车辆，确认安全后方可。不骑自行
车;不乘坐农用车辆、无牌无证车辆，不乘坐超载车辆。



4、讲究饮食安全：拒绝三无食品，不吃腐烂变质食品，不吃
零食，不喝生水，不在校外无证摊点上吃饭，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果皮纸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6、每位同学还要注意心理安全：在同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
静，要理智，切忌猜疑、让家长来学校为你撑腰，以免给自
己和同学带来不良的后果。同学之间要互相体谅、理解，以
平和的心态来面对。

五、校外安全：

1、要有“防火灾、防触电、防侵害”意识。不吸烟、不玩火，
不焚烧废弃物;不随意触摸电器，不私拉电线，不在教室内使
用充电器、热得快、等电器;不和陌生人说话，遇到形迹可疑
的人要报告保卫科或教师。

2、要学会自护自救，要提高自我防御能力。学会简易的防护
自救方法，遇到偶发事件要冷静对待;敢于批评、指正一切违
反安全的人和事。

3、自我防范意识。同学们受到意外伤害，很多是没有想到潜
在的危险、没有自我保护意识造成的。我们只要不断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就能有效地避免和预防意
外伤害。

我们要注意不跟随陌生人外出游玩，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不让陌生人随便出入家门。不随便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真实
身份、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

4、紧急电话：“119----火警”“110----报警”“120----
急救”“122----交通事”事故报警。注意，打电话时要说清
地点、相关情况、显著特征。

六、总结。



这里我就本期的安全工作向同学们强调以下要求：

1、增强安全意识，时时处处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加强安
全教育。

2、认真吸取近几年来安全事故血的教训，树立自我防范和保
护意识，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3、严禁学生擅自下河、池、水库等危险水域游泳(游玩)，洗
澡、钓鱼等。

4、严禁到高速路施工场地或危险楼房、地段、桥梁、游玩、
逗留。

5、注意户外活动安全，确保学生不在危险地带玩耍，不做危
险游戏，不私自外出游玩。

6、不准攀爬电杆、树木、楼房栏杆、不翻越围墙、不上楼顶
嘻闹。

7、交通安全。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准骑自行车上路，不攀
爬车辆，不在铁路、公路上停留、游玩、奔跑、嬉闹。

8、防火安全。不准玩火，不准私自上山带火，不接触易燃易
爆物品，不随便放烟花，爆竹。寄宿学生要有监护人，注意
做饭用火安全。

9、严防煤气中毒。住房内要注意通风，严禁晚上将煤炉放置
室内。

10、不随便接触电源和带电电器，不在雷雨时避于树下、电
线杆下或其它易发雷电的地方。

11、不准随便吃零食、野果，不吃过期和霉烂变质的食品，
注意饮食卫生，严防食物中毒。



12、不准进行不安全的戏闹，如抛石头、土粒、杂物，拿弹
弓、木棍、铁器、刀具等追逐戏打。

13、不准未告知家长私自外出。外宿和远游，防止被绑架、
拐骗或走失。

同学们，生命是宝贵的，面对生命我们要珍惜、敬畏。把安
全意识化为行动，让危险远离我们的生活，有平安健康才有
幸福梦想!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形成“安全”的浓厚意识。要
时刻有安全意识，努力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警钟常鸣，永记
心间!

最后，希望同学们自觉遵守学校安全规定，每天高高兴兴上
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祝愿同学们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设计意图：

幼儿的'安全工作始终是幼儿园工作的重中之中，幼儿的人身
安全是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前提。

幼儿期的孩子们好奇心强，什么都想看一看、摸一摸，试一
试，然而幼儿的生活经验有限，他们经常在生活中会有一些
不安全的举动，并不知道那些危险所带来的伤害，因此，我
们幼儿园的教育应从多渠道、多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对幼儿
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我觉得幼儿园开学“安全教育”第一课应该和幼儿的幼儿园
生活和学习紧密相连。

让幼儿知道哪些行为是危险的，哪些行为是安全的，提高幼
儿的自我防范意识是必要的。因此，我开展了此次活动。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使幼儿对几种常见安全标志的图案、意义有初步
的认知，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护自己。

2.引导幼儿辨别哪些行为时危险的，哪些是安全的，并掌握
遇到危险时的简单自我保护和求救的方法。

3.能结合自己经验创造性地设计出与日常生活相匹配的安全
标志。

《纲要》中明确的指出：“要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
教育活动的目标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它着重于孩子的
发展。教育目标在整个教育活动中起着导向作用，也是教育
价值的具体体现。基于此认识，我在每个教学活动中都能把
孩子的最近发展区作为目标制订前提条件。

在以上《安全小卫士》教学活动中，我制订的三个具体目标
既能围绕教育总目标，又能突出教学内容自身的教育价值，
显性之处在于力图通过强调安全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通过培养幼儿从小就能读懂标志，按照标志的要求来规范自
身行为或影响成人行为，达到人人都为创建“平安社会、平
安校园、平安生活”的社会出一份力的教育目的;隐性之处在
于能将知、情、意、行诸要素和谐的统一其中，同时指向于
幼儿生活质量的提高，即安全与健康。

活动准备：

活动的准备在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活动的准备要适合幼
儿的年龄特点及实际的活动。因此我做了以下准备：

材料准备：1.安全教育情景录像、安全标志图片



2.水彩笔、记号笔、白纸等。

经验准备：了解日常生活中一些危险的事情和认识生活中的
一些标志。如小心触电、小心滑倒、小心开水烫、注意安全
等。

教学重、难点:

1.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让幼儿从心里明白这么做是危
险的。

2.设计标志。这既适合幼儿的现有水平，但又有一定的挑战
性。

教法、学法:

学法：主要采取了体验法，幼儿在活动中体验设计自己的标
志图，感受游戏的快乐，体验成功的快乐。

活动过程：

利用身体语言，激发兴趣。——观看、交流讨论、探
索。——设计标志。

(一)利用身体语言，激发幼儿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本活动利用肢体语言来引起幼儿的兴趣。

——教师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标志的意思。如小心触电的标志：
身体表现触电时的状态。

——然后请幼儿猜猜教师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教师先不拿出
标志，请幼儿大胆猜测是什么标志，发展幼儿的想象能力和
表达能力。(肯定与尊重幼儿的想法，不能因为幼儿说得不对，
而批评幼儿。)



——把标志拿出来，验证幼儿的想法。并认真仔细观察标记
的形状、特征。

——第二次的标志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如拿出标志，请
幼儿各自利用自己的身体语言来表达标志的意思。(提高幼儿
利用身体语言来表达的能力。)

衔接语：这些标志在我们的幼儿园都能看到，那在幼儿园我
们应注意哪些安全呢?

(二)关于幼儿园生活安全的情景录像。

进行生活中的情景录像观看，具有真实性、综合性、寓教育
于情境中。八个安全教育小故事选择的都是幼儿园生活安全
的故事。让幼儿切身体验幼儿园生活存在的危险。

——组织幼儿观看八个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前半段：

1.小朋友们上下楼梯时你推我挤的现象，发生小朋友摔下楼
的情景。

2.小朋友去碰幼儿园或家里的带电的插头。

3.在玩游戏时(如滑滑梯)，不按游戏规则，争先恐后，发生
摔跤的情景。

4.在玩石区，拿石头和沙子你扔过来，我扔过去。

5.将如珠子、笔帽等小东西，放入嘴巴、耳朵或鼻孔里。

6.拿铅笔等尖利的东西打架、玩耍。

7.在教室里到处跑、追追打打。

8.在幼儿园迷路了怎么办。



——组织幼儿自由讨论。上面的行为是否正确，若不正确，
该如何改正。

——师生谈话活动，教师引导幼儿想出各种正确有效的方法。
(发展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小结八个安全小故事的正确方法。

(三)组织幼儿讨论幼儿园还有哪些危险的事情不能做，并请
幼儿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一些安全标志，再讨论哪些标志适
合放在教室里使用。(幼儿对于自己设计的标志放在教室里体
验成功的快乐。)

活动延伸：

激励幼儿在平日生活中多注意观察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危
险，在自主寻求自护办法后，与大人共同商讨自护的办法。
如歹徒来了怎么办、着火了怎么办、地震来了怎么办、迷路
了怎么办等等。

中班开学第一课安全活动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进一步巩固防火安全的教育

2、引导幼儿学习防火安全的相关知识

3、提高幼儿在生活当中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相关图片、视频

活动过程：



一、谈话活动

你们喜欢过年吗?人们会用什么方式庆祝新年的到来呢?

二、看视频《小豆豆放烟花》

师：你们看豆豆这样做多危险啊，在放烟花的时候一定不能
对着自己或者别人，可不能像顽皮的豆豆那样。

师：小结这些视频告诉了我们什么?原来啊，我们的生活中有
很多的危险事情，要我们时时刻刻注意，比如：过马路的时
候要走人行道，还要注意红绿灯。不能随便去玩水和触碰电，
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很严重的后果。

三、组织幼儿讨论

师：发生火灾的原因有哪些?

师：如果发生火灾，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实现自我保护与
逃生自救?

四、防火的安全教育

1、预防火灾，小朋友们不能随便玩火。

2、蚊香不能靠近容易着火的物品。

3、不能随便燃放烟花爆竹。

4、小朋友不能玩未熄灭的烟头，见了没熄灭的烟头应及时踩
灭。

五、说防火儿歌。



中班开学第一课安全活动反思篇四

幼儿的安全工作始终是幼儿园工作的重中之中，幼儿的人身
安全是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前提。幼儿期的孩子们好奇心强，
什么都想看一看、摸一摸，试一试，然而幼儿的'生活经验有
限，他们经常在生活中会有一些不安全的举动，并不知道那
些危险所带来的伤害，因此，我们幼儿园的教育应从多渠道、
多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对幼儿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提高幼
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我觉得幼儿园开学“安全教育”
第一课应该和幼儿的幼儿园生活和学习紧密相连。让幼儿知
道哪些行为是危险的，哪些行为是安全的，提高幼儿的自我
防范意识是必要的。因此，我开展了此次活动。

1、通过活动使幼儿对几种常见安全标志的图案、意义有初步
的认知，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护自己。

2、引导幼儿辨别哪些行为时危险的，哪些是安全的，并掌握
遇到危险时的简单自我保护和求救的方法。

3、能结合自己经验创造性地设计出与日常生活相匹配的安全
标志。

《纲要》中明确的指出：“要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
教育活动的目标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它着重于孩子的
发展。教育目标在整个教育活动中起着导向作用，也是教育
价值的具体体现。基于此认识，我在每个教学活动中都能把
孩子的最近发展区作为目标制订前提条件。在以上《安全小
卫士》教学活动中，我制订的三个具体目标既能围绕教育总
目标，又能突出教学内容自身的教育价值，显性之处在于力
图通过强调安全意识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培养幼儿从小就能
读懂标志，按照标志的要求来规范自身行为或影响成人行为，
达到人人都为创建“平安社会、平安校园、平安生活”的社
会出一份力的教育目的；隐性之处在于能将知、情、意、行
诸要素和谐的统一其中，同时指向于幼儿生活质量的提高，



即安全与健康。

活动的准备在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活动的准备要适合幼
儿的年龄特点及实际的活动。因此我做了以下准备：

材料准备：

1、安全教育情景录像、安全标志图片

2、水彩笔、记号笔、白纸等。

经验准备：了解日常生活中一些危险的事情和认识生活中的
一些标志。如小心触电、小心滑倒、小心开水烫、注意安全
等。

1、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让幼儿从心里明白这么做是危
险的。

2、设计标志。这既适合幼儿的现有水平，但又有一定的挑战
性。

整个教学活动中，采取了许多教学法，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
教学法：

1、演示法

2、交流讨论法

3、自主探索法

4、观察法

学法：主要采取了体验法，幼儿在活动中体验设计自己的标
志图，感受游戏的快乐，体验成功的快乐。



利用身体语言，激发兴趣。——观看、交流讨论、探
索。——设计标志。

（一）利用身体语言，激发幼儿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本活动利用肢体语言来引起幼儿的兴趣。

——教师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标志的意思。如小心触电的标志：
身体表现触电时的状态。

——然后请幼儿猜猜教师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教师先不拿出
标志，请幼儿大胆猜测是什么标志，发展幼儿的想象能力和
表达能力。（肯定与尊重幼儿的想法，不能因为幼儿说得不
对，而批评幼儿。）

——把标志拿出来，验证幼儿的想法。并认真仔细观察标记
的形状、特征。

——第二次的标志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如拿出标志，请
幼儿各自利用自己的身体语言来表达标志的意思。（提高幼
儿利用身体语言来表达的能力。）

衔接语：这些标志在我们的幼儿园都能看到，那在幼儿园我
们应注意哪些安全呢？

（二）关于幼儿园生活安全的情景录像。

进行生活中的情景录像观看，具有真实性、综合性、寓教育
于情境中。八个安全教育小故事选择的都是幼儿园生活安全
的故事。让幼儿切身体验幼儿园生活存在的危险。

——组织幼儿观看八个安全教育小故事的前半段：

1、小朋友们上下楼梯时你推我挤的现象，发生小朋友摔下楼
的情景。



2、小朋友去碰幼儿园或家里的带电的插头。

3、在玩游戏时（如滑滑梯），不按游戏规则，争先恐后，发
生摔跤的情景。

4、在玩石区，拿石头和沙子你扔过来，我扔过去。

5、将如珠子、笔帽等小东西，放入嘴巴、耳朵或鼻孔里。

6、拿铅笔等尖利的东西打架、玩耍。

7、在教室里到处跑、追追打打。

8、在幼儿园迷路了怎么办。

——组织幼儿自由讨论。上面的行为是否正确，若不正确，
该如何改正。

——师生谈话活动，教师引导幼儿想出各种正确有效的方法。
（发展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小结八个安全小故事的正确方法。

衔接语：在幼儿园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还有没有别的
危险的事情需要注意的呢？

（三）组织幼儿讨论幼儿园还有哪些危险的事情不能做，并
请幼儿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一些安全标志，再讨论哪些标志
适合放在教室里使用。（幼儿对于自己设计的标志放在教室
里体验成功的快乐。）

激励幼儿在平日生活中多注意观察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危
险，在自主寻求自护办法后，与大人共同商讨自护的办法。
如歹徒来了怎么办、着火了怎么办、地震来了怎么办、迷路
了怎么办等等。



中班开学第一课安全活动反思篇五

1、学习区分可吃和不行吃的东西。

2、增加自我疼惜意识，留意饮食安全。

教学挂图、各种图片、实物、黄、白篮子一人一个。

幼儿区分出什么是能够吃的，什么都会不能够吃的。

一、说一说：怎样了

1、教师用小动物手偶表演小动物将药片、玻璃球等误会做糖
果吃了，或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后他、肚子很痛、表情很苦痛
的样貌。

2、请幼儿猜一猜为什么会这样，引导幼儿了解饮食安全的重
要性。

二、看看：可不能够吃

1、教师出示教学挂图《可不能够吃》，请幼儿观看，并说说
哪些东西能够吃，哪些东西不能够吃。

2、教师出示实物，哪些能够吃，哪些不能够吃。

三、玩耍：火眼金睛

教师供给图片，让幼儿将能吃的和不能吃的物品进展分类。

第一环环节是运用情景引起兴趣，导入主题。

其次环节是让幼儿在图片和食物中了解能够吃和不能够吃的'
东西，拓展幼儿的生活阅历。



第三环节是在玩耍中稳固了解，体验欢快。

中班开学第一课安全活动反思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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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5、知道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逃生。

1、设情境：爸爸、妈妈不在家。

2、自制图片4幅、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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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开学第一课安全活动反思篇七

药品是幼儿日常经常接触的物品。花花绿绿的药品会让幼儿
误认为是糖豆而吃进肚里。近阶段又是春季感冒多发期，幼
儿园吃药的小朋友人数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有些幼儿看见别
人吃药也会觉得很好玩也有的幼儿感觉到老师喂药是和老师
一次亲近的机会，因此出现有的小朋友在不感冒时也拿一些
药来吃。针对这些事件，我觉得有必要让幼儿了解一些药品
的常识和吃药的安全，以此来提高幼儿判断事物的能力。从
而提高幼儿对事情的预见性，预防悲剧的发生。

幼儿生活在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的环境之中，意外事故的发
生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通过学习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和
技能，变消极躲避为积极预防，就能够把各种意外伤害发生
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我设计了这个《吃药安全》



的安全活动。

1、了解随便吃药的危险性，懂得生病时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服
药，不可多服或误服，了解多服或误服的危害性。

2、分享制作小药箱的快乐。

1、收集社会上因吃错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2、制作小药箱的材料：纸，固体胶，剪刀，彩色笔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教师：“春天来了，天气一会热，一会冷，我
们很多小朋友都感冒生病了，看看我们的小药箱里都放着各
种各样的药品。这些药呢，都是我们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拿来
给老师的，然后老师帮小朋友们做好服药记录，饭后给小朋
友按量服用，这样小朋友就不会吃错药了，可是有一个名叫
牛牛的小朋友，他却乱吃药，下面就让老师给小朋友们牛牛
乱吃药的故事。

二、教师讲述实例，引导幼儿分析实例1、教师讲述实例：牛
牛一个人在家，突然肚子不舒服，他打开家里的小药箱，看
到了一种妈妈曾经给他吃过的药，牛牛想：上次感冒时妈妈
就是给我吃这样的药，病就好了，现在，我把这个药吃下去，
肚子就会舒服的，牛牛拿起药想吃。

2、幼儿讨论：牛牛能吃这种药吗？为什么？

答：不能，因为（1）吃药必须在大人的看护下吃药（2）因
为病情不一样，上次是感冒，这次是肚子不舒服（3）吃下去
会中毒的。

小结：药物种类很多，每一种药都有不同的用法来治疗一个



病。但不能乱吃药、乱用药，用错了药、吃错了药，不但治
不好病，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麻烦，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3、如果你是牛牛，你会怎么办？

（1）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2）叫邻居的叔叔阿姨带你去医院。

（3）打 120。

三、教师讲述乱吃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1、讨论：生病吃药时要注意些什么？（要听医生的画，吃药
时要有大人帮助，小朋友不能自己拿药、自己吃药）

2、请幼儿当医生，说说怎样吃药才安全？

四、制作小药箱

中班开学第一课安全活动反思篇八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管理，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对学
生开展安全教育第一课的要求，增强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
保障安全，大土小学于20xx年3月2日进行了开学安全教育第
一课。

这次安全教育的目的是：让全校师生了解校园安全隐患，

掌握安全知识，培养学生“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意识，
进行预防灾害，预防突发事件的教育。

大土小学结合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教育。综合
起来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遵守交通规则，注重交通安全；

二、遵守学校纪律，注意课间安全；

三、食品卫生安全，养成良好习惯；

四、注意运动安全，不带危险物品；

五、注意心理安全，增强体谅理解；

六、防火防电防害，小心上当受骗。

七、学会自护自救，提高防御能力；

八、禁止携带管制刀具，爱护生命。

通过本次教育活动，全体师生增强了安全意识，认识到安全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建设平安校园奠定了思想基础。

校园安全无小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生命是宝贵的，面对
生命我们要珍惜、敬畏。把安全意识化为行动，让危险远离
我们的生活，有平安健康才有幸福梦想！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在全校形成“安全”的浓厚意识。要时刻有安全意识，努力
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警钟常鸣，永记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