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队前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 一年级
安全教育班会教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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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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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队前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一

1、通过对一年级学生行路、骑车、乘车等知识的.了解，提
高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

2、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使一年级学生树立自护、自救观
念，形成自护、自救的意识，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行路的安全、乘汽车的安全、骑车的安全

教师总结：“生命如此美丽，又是如此脆弱， 爱惜生命提高
交通安全意识”。

(二)不良交通行为

1、马路上追逐打闹

2、跨越隔离墩

3、不满12周岁骑自行车

4、在大街小路上踢足球、捉迷藏很危险

5、在马路上地下铁路跳绳、跳方格，



6、在较窄的街区马路上行走，一定要靠右边走，不要几个小
朋友横着走，以免妨碍他人行走和车辆行驶。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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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在马路上，有的同学喜欢骑着自行车闹着玩，这都是不安
全的。

9、隔着马路相互喊话、问候，也容易被往来的行人、车辆碰
撞。

10、当走路只顾着谈天说地，没有留意地面的情况时，很容
易发生意外

(三)我校主要交通安全常识 ：现在，我教大家学习三大本领：
一会走路、二会骑车、三会乘车(这三个“会”的含义就是要
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1、走路时，要走人行道或在路边行走，过马路时，左右看，
红灯停、绿灯行，不乱跑、不随意横穿，不在马路上追逐打
闹、不攀爬栏杆，遵规矩、保生命。

2、乘车时，等车停稳先下后上;坐车时不要把身体的任何部
分伸出窗外，也不要向车外乱扔东西。

3、不要搭乘超载车，如摩托、拐的等。更不要坐农用车，尤
其是人货混装车。

4、12岁以下不要骑车。骑车时要靠右走，车速不能过快，更
不能双手离把，不逆行，不要骑英雄车。自行车后座不能载
人，骑车拐弯时要伸手示意。

5、在道路上遇到突发事件，要立即就去找大人帮忙。



6、遇到交通事故，拨打122或110报警电话，同伴被车撞倒，
要记下撞人车辆的车牌号，车身颜色或其它特征。

我将大家骑车走路的一些基本常识编成了一首小歌谣：

走路要走人行道，不在路上打和闹。

不骑快车不抢道，靠右行车要记牢。

转弯慢行仔细看，不急躁来不猛拐。

遵守交规习惯好，健康平安幸福长。

总结：在父母眼里，我们是含苞欲放的花蕾;在老师眼里我们
是展翅待飞的雏鹰。父母，老师，在期待着我们，美好的明
天在期待着我们!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学习，一年级同学们一定
要把交通安全牢记心中!

一年级队前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二

安全教育也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小学生年龄小，自我
保护意识差，每次活动前、放假前的安全教育都是必不可少
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小学一年级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教案，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使队员了解基本的交通规则，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提高遵守
交通法规的自觉性，养成良好的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

1.课件

一：队会开始程序

1.整队、报告人数。



主持人：各小队报告人数，第一小队报告人数……

主持人：报告辅导员老师，本中队应到43人，实到43人，报
告完毕。

2.宣布主题中队会开始。

(中队长向辅导员报告结束后，主持人或中队长面向全体队员
宣布。

主持人：我宣布，一(1)中队《我是交通安全小标兵》主题中
队会现在开始!

3.出旗、敬礼。

主持人：全体起立、出旗、敬礼。

(放出旗曲录音，全体队员向队旗敬礼，中队旗出场)

4.礼毕，唱队歌。

主持人：礼毕，唱队歌

(放伴奏录音，队歌要唱完整)

二：队会活动。

主持人：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是 21 世纪的主
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爱学习、爱劳动，是
充满生机的新一代。我们在党的温暖阳光下成长，在老师的
悉心哺育下一天天成熟。我们是肩负重任、跨世纪的新苗。
然而，各种安全隐患时刻威胁着我们，特别是交通安全，我
们作为新世纪的主人，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安全知识。

1.猜谜语活动：



主持人：今天，第一小队为我们带来了谜语，想让大家猜一
猜。瞧!

(1)白色线条地上躺，不怕雨雪和冰霜，

行人踏在它身上，交通安全有保障。

主持人：你能猜一猜，这是什么吗?(指名说)

谜底(人行横道)

(2)圆圆三只大眼睛，十字路口做卫兵，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起提个醒。

主持人：这个呢?

谜底(红绿灯)

2.看录像，谈感想：

辅导员播放“安全录像”的录相。

主持人：同学们，看了录像，你明白了什么呢?

3.认识交通安全标志：

主持人：同学们不仅要知道这些要求，还要认识我们身边不
会说话的老师，那就是交通安全标志。第二小队的队员们就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交通标志的图片，我们来做一个知识竞
赛吧。

(知识竞赛：辨认交通安全标志)

主持人：认识了这些交通安全标志，对我们的出行会有很大



的帮助。正如一首儿歌说的好。

4.学习儿歌

一年级队前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三

1、让学生了解重阳节的来历和习俗。

一、主题导入

(重阳节)

二、介绍重阳节的由来和习俗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古人认为两九相重是个值得
庆贺的吉利日子，因此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因为与久久
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
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重阳佳节寓意深远。在这一天，
人们有丰富的活动，如登山、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
插茱萸等等。

三、颂九九重阳诗

1、听音频《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2、全班同学集体朗诵。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王维所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
诗表现了诗人重阳节时远在他乡，不能与亲人兄弟一起登山，
对亲人的思念之情。看来，古人对于重阳节这个节日是非常
重视的。

四、说一说准备为爷爷奶奶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



1、我可以为爷爷奶奶做些什么事情?

a.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一个电话或陪老人吃一顿饭。

b.讲一个动人的故事给老人听。

c.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拍一张幸福照。

d.陪伴老人一起散步。

e.为老人们做一道可口的菜(可以是水果拼盘)。

f.自制一张精致的贺卡表达对他们的美好祝福。

2、我想对爷爷奶奶说句心里话。

五、教师讲尊老敬老事迹。

全国首届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谢延信的动人事迹：

他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他的妻子很早就因病去世了，但
是30多年来，他将自己的爱心一点一滴地倾注到瘫痪的岳父、
丧失劳动能力的岳母和呆傻的弟弟身上。

谢延信的岳父瘫痪在床整整，没有生过褥疮，没有穿过尿湿
的衣裤，9平方米的小屋内也没有任何异味。间，谢延信硬是
靠着偏方和按摩，使岳父由卧床不起到能扶着凳子慢慢走路。
1992年春，老人病情加重，贫困的谢延信从邻居家借了1000
元钱，用平板车把老人拉到20多里路以外的医院去救治，把
老人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

六、总结

尊敬长辈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敬重自己的长辈，也要推广到



敬重别人的长辈，而对于你们来说，如果能做到那样，那么
你们一定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人夸的好孩子。

一年级队前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四

通过本次活动，来培养学生的爱心和孝心，学会感恩，增强
对社会的责任感。

1、搜集相关的文章，歌曲，经典词句。

2、制作相关的课件。

一年级教室

一、播放歌曲《感恩的心》导入

二、揭示活动主题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恩”的形式丰富多彩，有父
母养育之恩，有老师教导之恩，有朋友帮助之恩，有社会关
怀之恩，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学会感恩吧！学会感恩父母，感
恩师长，感恩社会，感恩生活中的一切！

（一）感受父母之恩。

主持人：有一种琐碎的爱，那是母爱；有一种伟大的爱，那
是父爱。下面请看录像—诗朗诵《游子吟》。

学生讨论：你有何感受？举手发言。

1、课件展示

展示相片，几个同学从小到大的照片，包括一家几口玩耍的
照片。



2、展示问题

（1）你知道你们父母的生日吗？

（2）你知道他们的年龄吗？

（3）你知道他们喜欢吃的蔬菜吗？

（4）你知道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吗？

（5）说说你了解的父母养育你的辛苦过程。

3、讨论：我们该为父母做些什么呢？

4、展示学生搜集的感恩经典词句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恩
欲报，怨欲忘”。

“报怨短，报恩长”“知恩不报非君子”“吃水不忘挖井
人”。

这些词句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淳朴民风，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感
恩的认同。

5、张贴感恩卡

让学生在音乐声中将自己制作的感恩卡贴在黑板上。

（二）感受教师教导之恩。

1、倾听故事

主持人讲《程门立雪》和《居里夫人》的故事，让学生了解
名人感谢老师的行为。



2、回忆师恩

学生发言。

3、欣赏诗歌朗诵

请班长朗诵诗歌《老师，您辛苦了》。

（三）我们要学会感恩，那么怎样做才是对父母，教师，朋
友，社会的感恩呢？请几个同学谈谈自己的做法。

三、主题班会结束

结束语：在这次主题班会的过程中，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很
高。一个和谐的家庭，一个和谐的集体，一个和谐的社会，
既要多些感激之心，也要付出你的爱心。让我们用自己的行
动，报答父母、老师、社会，报答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
人，让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全班合唱《感恩的心》，结束主题班会。

一年级队前教育班会教案及反思篇五

结合学校安全文明教育的主题，对学生进行安全文明教育，
学习安全知识，学习文明行为，同时在活动过程中渗透感恩
教育，感恩每一位关爱自己的人。

一年级全体学生

安全知识，关于安全方面的事例

一、关于校园安全（例举一些文明和不文明的现象）。

1、同学们，你们看，碧绿的大海里，鱼儿在自由自在地遨游。



你们听，蔚蓝的天空下，鸟儿在欢快地歌唱。每当清晨，当
朝霞映红了我的双颊，当树上的小鸟叫醒了我的梦想。当我
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学校。我们知道新的一天开始了。

2、校园就像一个家，安全文明靠大家。平时走路不奔跑，课
间休息不骂人，不打闹。

3、上下楼梯靠右走，楼梯拥挤等一下。这是我们小学生要牢
记的，因为平平安安最重要。

4、请同学们谈谈自己在学校关于安全文明的感受。

6、像这种情况，我们班发生过吗？

a、用铅笔或其它尖锐的东西互相打闹。

b、在教室里互相追赶。

二、安全知识问答。

（1）同学之间发生小摩擦时，下列处理方法正确的是（ ）

a、原谅同学或报告老师，让老师处理。

b、记恨在心，事后叫人一起教训对方。

c、据情节给予报复。

d、叫家长到学校来教训对方。

（2）在预防饮食安全方面做的不妥当的是（ ）

a、购买包装食品时，要查看有无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单
位。



b、餐具要卫生，要有自己的专用餐具。

c、在外就餐时，选择较为便宜的，无证无照的“路边摊”。

d、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

（3）乘车时较为安全的行为是（ ）

a、在道路中间拦车。

b、上车时争先恐后。

c、车辆行驶时，头、手不伸出窗外。

d、不乘坐无牌、无证车。

（4）遇到别人打架时（ ）

a、上前围观，给自己认识的人加油、帮忙。

b、不管他 c、去劝阻 d、告诉老师

（5）遇到火灾时，拨打（ ）

a、110 b、119 c、120d、121

（6）在道路上行走时（ ）

a、和同学边走边打闹

b、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走

c、行走时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或做其他事情。



d、为赶时间与机动车辆抢行

判断：

1、使用刀具时，互相比划、打闹。

2、用湿手触摸电器，用湿布擦试电器。

3、用手或金属制品去接触插头底部。

4、当不慎摔倒时，身体尽量往前，保护自己的头部。

5、用沙子或泥土打仗。

6、下雨天，在湿的地面上奔跑。

7、站在凳子上往阳台下看。

三、感恩教育。

2、那好，如果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生病了该怎么办？

四、总结延伸。

同学们，听了这么多事例，现在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是呀，一时的不文明，不小心有可能带给我们的只是摔一个
包，擦破一点皮，但很多时候因为不文明的行为却造成了严
重的伤害，甚至死亡。请听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小女孩刚满7岁，她活泼可爱，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
可是，这天放学过马路时，她因为踩在一个行人不小心仍下
的香蕉皮上摔倒，一时来不及爬起来，被突然飞驰而来的汽
车撞倒了，等爸爸妈妈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从此，她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妈妈了！同学们，生命是多么宝



贵，也是那么脆弱，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不文明行
为而造成别人的伤害，因为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挽回和弥补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