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不跟陌生人走中班安全教案(优
秀6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不跟陌生人走中班安全教案篇一

学校工作无小事，安全工作大于天"。为进一步加强幼儿安全
教育，培养幼儿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及自我保护的能力，
避免和减少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特开展以安全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1、培养幼儿的初步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

2、教幼儿学习一些常见的安全标志，及常见的交通标志。

3、根据幼儿生活经验和实际发展水平，让幼儿学会一些简单
的安全知识技能。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安全环境创设，安全小故事，安全儿歌，交通标志，防火演
练等。

1、教育幼儿不能拿玩具及尖锐物品和他人打闹，在使用小剪
刀时要注意安全，避免戳伤，不互相追打、乱跑碰撞，更不
能抓、咬、打他人。



2、教育幼儿上下楼梯靠右边走，不从楼梯扶手往下滑，不做
爬窗、扒窗、跳楼梯、玩门、从高处往下跳等危险的动作。

3、教育孩子要养成到公共场所注意观察消防标志和疏散方向
的'习惯;知道各种报警电话，懂得如何报警。特别是发生火
灾怎么打火警电话、怎么逃生。学习110、119、120电话的拨
打方法和报警方法，向大人求助的方法。

4、教育幼儿不随意轻信陌生人的话，未经家人允许不跟陌生
人走，更不要让陌生人碰自己的身体，如果陌生人要这么做，
一定要尽快逃开。学会应对可疑陌生人的方法，了解应对敲
诈、恐吓害的一般方法，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形成在遇到危
及自身安全时及时向他人求助的意识。

5、教育幼儿没成人带领下不能自己过马路，过马路时，应遵
守交通规则，走人行道，不在马路上停留和玩耍，上街走路
靠右边走。

6、消防演练，组织幼儿进行一次防火演练，教育幼儿用湿毛
巾，捂住口鼻，降低重心，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

1、小朋友，要警惕，异物不放囗鼻里。

2、水果刀，大人用，等我长大才能动。

3、火灾逃生有技巧，湿巾捂鼻弯腰走。跟着老师不乱跑，听
从指挥好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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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陌生人走中班安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感受在河边、井边玩耍的危害，知道远离、避免发生危险。

2、在看看讲讲中逐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3、了解安全玩水的小常识。

4、安静倾听同伴的讲话，并感受大家一起谈话的愉悦。

活动准备：

课件

活动过程：

一、好玩的水——知道夏天水带来的清凉用途

1、夏天来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水呢？（水很凉快）

2、哪些地方有水？（河里、海边、自来水、游泳池等）

3、小结：夏天玩水，可以让身体凉爽，消暑降温。

二、危险的水——了解河水和井水的危害

1、好玩的水里，会有危险吗？我们一起看看（播放课件）

2、丢丢在哪里玩？他为什么喊救命？



3、井边河边能去玩吗？为什么

4、小结：不独自在河边、井边玩，这样就会避免危险的发生。
我们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不做危险的事情。

三、安全玩水——游戏感知和了解安全玩水的小常识

1、看看这些朋友他们是怎么玩水的？

2、游戏yes or no

河边里有小鱼，我们去把它捞起来。

趴在井边看影子。

在井沿边走路。

走在河道隔离带内……

3、小结：安全玩水，既能玩的开心，又能避免意外发生，玩
得快乐。

不跟陌生人走中班安全教案篇三

1、初步知道自己生活、活动中容易发生危险的事情。

2、能迁移已有经验，掌握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方法。

3、提高幼儿思维的敏捷性。

4、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能迁移已有经验，掌握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方法



1、四幅图片、生活中常见的尖尖的物体等。

2、《幼儿画册》（第一册第46、48）

一、创设情境，引出话题。

教师：贝贝的手受伤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二、出示图片讨论，知道生活中容易发生的危险的事情。

图一：贝贝在教室里拿尖尖的棍子与同伴嬉闹。

图二：贝贝从家里的阳台上往下扔瓶子。

图三：贝贝在玩爸爸的打火机；图四：贝贝在公园里从高高
的地方往下跳。

教师：贝贝这样做对吗？为什么？生活中你像他这样做过吗？

三、迁移生活经验，掌握避免发生危险的做法。

提问：在家和幼儿园里，还有哪些容易引危险的东西？（如：
尖尖的物体、易碎的器皿、煤气灶、电源插头等）讨论：在
生活中，我们怎样做才能不受到伤害？使用尖尖的东西时要
小心，不要将易碎的东西摔坏，不玩煤气开关，不把手指伸
进插头，关门、时要手握把手轻轻地开或关上。

四、为班级制作危险警示卡，提醒大家遵守。

教师带领幼儿在班级教室和周围寻找发生危险的地方，引导
孩子画下来作为标记，提醒大家注意。

选择几幅有代表性的警示图，和孩子一起贴在相应的需要提
示的地方。



在平日里，孩子们总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小伤难免的，
所以整个活动孩子们沉浸在故事画面里，听得很专注。知道
了以后哪些东西不能碰，不能做哪些危险的事情，知道自己
已经长大了，要学会保护自己。通过故事画面，孩子能准确
判断是与非，增强自己的安全意思。其实，也提醒老师在平
常生活里要比较注意孩子的安全。

不跟陌生人走中班安全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认识马路上的各种交通标记，知道这些标记所表达的含义。

2、通过观察别人过马路和在教师的带领下过马路，懂得遵守
交通规则。

3、知道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活动准备：

选择离园较近的，有供全班幼儿站立的人行道的十字路口；
幼儿用书人手一册

活动过程：

1、交代任务，提出要求：“今天我们要去看热闹的马路，大
马路上有很多的汽车，我们小朋友要站在人行横道线上，和
老师站在一起，不能随便离开人行道。”

2、组织幼儿站在人行道上，引导幼儿观察引导幼儿观察红绿
灯，说说：“绿、红、黄等表示什么意思？”

3、引导幼儿观察行人通行灯，说说：“灯上有什么？马路上
有什么？象什么？它有什么用？”



总结：

灯上有绿色的人在动，是告诉人们可以过马路了，还有红色
的是告诉人们现在不可以过马路。马路上有斑马线，过马路
的行人要走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观察路边的各种交通标记：“你知道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
吗？”

4、带领幼儿看红绿灯过马路

5、回园后，引导幼儿阅读幼儿用书，观察画面上各种各样的
标志，启发幼儿说说这是什么标记？引导幼儿认识“警告标
记”“警令标记”“指路标记”，带领幼儿认一认标志上的
汉字，知道标记的含义。

6、启发幼儿自己设计一个交通标记，并说说标记的含义。

不跟陌生人走中班安全教案篇五

(音乐起：开汽车)师生以游戏的形式开汽车进场，配班教师
出示红灯小汽车停止，出示绿灯小汽车向前行。请大家把小
汽车开到停车场。

二、讲述安全故事

(一)玩偶导入教师出示小猪玩具，通过简短的谈话，激发幼
儿的兴趣。

(二)教师边操作课件边生动地讲述故事。

三、师幼互动，探讨故事。



1.故事的名字叫什么?

3.小猪看见人行横道旁边的红绿灯发生什麽变化?人行横道旁
的红绿灯颜色变成红色小猪怎麽做的?小朋友站起来学学小猪
怎样走路的。

4.小猪刚走到人行横道线的中间又发生了什麽事?

5.小猪的腿怎麽了?

6.小猪做得对不对?为什麽?

四、观看《安全过马路》课件

刚才小朋友都说出了小猪做得不对的的地方，现在我们一起
来看看应该怎样过马路的?

播放《安全过马路》课件片断。

看后提问：

1.刚才小朋友看见视频中的人们是从什麽地方过马路的?

2.过马路时要等到马路对面人行横道旁边的红绿灯变成什麽
颜色时才能过马路?

五、教师安全小结

指导语：马路上一条一条的白线，就是人行横道线，是人们
安全通过马路的保障。它很像斑马身上的条纹，所以又叫
它“斑马线”，行人过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内。

过马路时要先看看有没有车辆，当人行横道旁的红绿灯的绿
灯变亮时行人可以横穿过马路，红灯亮时行人不可以过马路。
小朋友不要独自过马路，要有大人带领过马路，过马路时不



仅可以走人行横道、还可以走过街天桥、地下通道。下节课
我们再认识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

六、游戏：过马路

请几名大班幼儿扮司机，开着汽车在马路上行驶，并播放汽
车行驶声、刹车声。

不跟陌生人走中班安全教案篇六

1、初步懂得人的身体需要水分，知道白开水是的饮料。

2、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

ppt、一桶温开水，每人一只水杯。

一、导入活动。

师：小朋友我们刚锻炼过，现在你的嘴里感觉怎么样?

师：请你去倒半杯水，先观察一下水是什么颜色的?尝尝水是
什么味道的?

二、欣赏ppt。

1、师：请你欣赏完ppt后告诉我，儿歌里讲到人们在什么时
候最想喝水?

(口渴时、锻炼后、劳动后、游玩时、洗澡后、起床时)

2、喝水有益健康。

(1)师：我们不感觉渴时要不要喝水呢?为什么?



(引导幼儿懂得，不管在什么时候，人们都需要补充水分，它
可以帮助我们将身体里面的`毒素通过小便排出体外，使我们
的身体更健康。)

(2)师：小朋友，老师这里准备了很多饮料瓶，这些饮料你们
喝过吗?喜欢喝吗?

(出示各种饮料的外包装盒、瓶，向幼儿简单说明只有白开水
才是的饮料。)

教师在日常生活中提醒幼儿多喝开水。

在本次的集体生活当中，我让幼儿知道了解，引导幼儿知道，
天气很热，很容易出汗，那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就是要多
喝开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