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全标识教学反思小学美术 安全
教学反思(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安全标识教学反思小学美术篇一

通过这一课题的学习，学生初步树立了自护自救的意识，学
会了一些简单的救护方法，并能够自觉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去。这节课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生命的可贵，树立了健康生
活、安全生活的正确态度。回家后，学生把自己所穴道的知
识讲给父母听，有的学生还在家中有危险的地方贴上一个安
全提示标志，提醒家人注意。在与陌生人的交往方面，学生
也提高了警惕。原来有些游商在学校门口散发赠品，有学多
学生往往出于好奇而接受；现在许多学生都能够自觉地避开
这些人，还能提醒其他同学注意。

在能力与知识方面，过去，我认为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具有一
些简单的安全生活常识，这一课题的学习似无必要。通过对
《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把握，通过对本课题的
教学设计与实践，我认识到这个课题的内容源于学生的生活，
通过教学，可以把学生以有的零散而具体的有关安全生活的
经验系统化，帮助他们树立健康生活、安全生活的正确态度，
形成初步的安全生活能力，有助于他们的积极的生活、健康
的成长。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的热情和创造能力充分地说明，
这一课题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说绝对不是对生活的简单重复，
而是确立正确生活、安全生活态度的过程，学生的认识、态
度、情感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



安全标识教学反思小学美术篇二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学生的安全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神农架林区覆盖着大面积的山林,而时刻与人们生活相伴的火
也常给森林和人们带来危害.所以对学生进行防火知识和安全
的教育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老师的职责.希望学生通过学习
能够懂得火灾无情,但很多时侯火灾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预
防的,我们要用自己所学知识有效的保护自己.

安全标识教学反思小学美术篇三

安全教育是教育永恒的话题，幼儿园是纵多幼儿集体生活的
的场所，无论教师怎样注意，也难以完全避免安全事故的发
生。在平日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对幼儿的安全教育往往停留
在表面，或让幼儿被动的接受“你不能怎样，你不该怎样”，
成人如此反复的强调只会让孩子的逆反心理更加突出，针对
我班的实际情况，本期我们y要开展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动，如：
谈话活动“我身边的危险”，看图讲述“谁对谁不对”，美
术活动“我来设计安全标志”等。让幼儿主动获取一定的安
全知识和求助方法，树立安全意识。

同时，安全教育作为幼儿园长期的教育内容，仅仅这几个活
动是不够的，他需要与日常生活有机的结合和渗透，例如：
利用听故事“思杰走丢了”，让幼儿知道回家要等父母来界，
决不跟陌生人走，也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每天喝牛奶时，
请小朋友先试一试是否太烫。开门、关门时先要看看手是否
放在门框上，吃饭时不嬉笑打闹、不玩筷子，上下楼梯时，
扶栏杆有序的走，以及早操、午睡、入厕等幼儿一日生活各
环节的安全警示，并请小朋友们相互监督，定期评选出我们
班的平安小卫士。通过这些与日常生活有机的渗透，不仅可
以避免一些意外伤害与不幸的发生，而且可以提高幼儿的安
全意识，为幼儿安全行为能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例如游戏，它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幼儿园主要的教学



形式。但由于他们的身心发展水平较低，行为缺乏理智，易
受情绪的影响，在游戏活动中特别是户外的游戏，则可能造
成意外的事故。所以，教师在活动前或活动中对幼儿有效的
规则约束和必要的安全指导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仅仅为了
安全，完全避免幼儿参与集体活动或一味的降低游戏的难度，
也是不利于幼儿成长的。日本有教育学家指出：“游戏活动
要有一定的冒险性，如果没有，孩子无法真正形成回避危险
的能力”。

作为幼儿教师，任何一个人，在孩子的安全问题上同样有心
理压力，如果孩子们在幼儿园平安的度过一天，我们也会感
到松了一口气。主题活动也好，生活中有机渗透也好，目的
只有一个，让孩子们树立安全意识，保证幼儿的安全和健康。

标签：

安全标识教学反思小学美术篇四

1、知道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及其作用。

2、了解使用这些特殊的电话号码的具体情况。

3、具备初步的自救意识。

4、乐意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5、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知道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及其作用。

具体使用这些特殊的电话号码。

1、写有"110""119""120" "114"等电话号码的图片。



2、有警察和警车、医生和护士车、消防队员与消防车的图片、
电话或手机一部。

一、导入

师：小朋友，你知道自己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吗?我们用这部
手机打给爸爸妈妈。(出示电话)

师：有一些特殊的电话号码是很有用的.，你们知道有哪些?

二、让幼儿认识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知道它们的用途。

师：小朋友，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号码，它与我们家的电话号
码有什么不一样，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这个电话号码呢?它
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打了这个电话，什么车子会
出现，谁又会出现?他们会怎么做?(出示110图片)依次出示"

120""119"等电话号码图片。

三：游戏"怎么办""做什么"

师小结：今天小朋友们的表现都很不错，在游戏时候，你们
的善于思考了问题，而且记住了一些特殊的电话号码。

在活动中教师能给予幼儿充足的、自由的探索的时间和空间，
并创设有利于并能推进活动开展的教育氛围。从活动的效果
来看，活动完成了预期的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
预期的成效，是一次成功的安全语言教育活动。

安全标识教学反思小学美术篇五

1、通过游戏使幼儿懂得防火的粗浅知识和自救的能力。

2、在讲讲，议议中培养幼儿大胆清楚地讲述自己的想法。



怎样避免火灾的发生活动难点：在火灾发生时，保护自己的
方法

1、收集火灾的案例及录像

2、有消防车声音的录音带、小红花若干

一、导入

1、播放录音带，小朋友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
情了?(火灾)

2、老师这里有一段关于火灾的录像，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
情景。(幼儿观看录像)

3、小朋友讲一讲怎么会引起火灾呢?(幼儿自由讨论自己的见
闻)

二、避免火灾的`发生及自救的方法避免火灾的发生：

1、小朋友能玩火吗?我们应该怎么做?

2、如果小朋友喜欢的玩具掉到床下的墙角了，你能用火柴照
明吗?为什么?

老师小结：我们都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容易引起火灾。

幼儿自救的方法：

1、小朋友假如我们碰到火灾了，我们怎么做呢?(幼儿可自由
讨论，拨打火警电话119;赶快离开现场，到邻居家呼救;用湿
毛巾捂住口鼻，以免被浓烟熏着晕倒;走安全出口等)

2、刚才小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打火警电话“119”，那
应该怎样正确的拨打“119”呢?现在老师扮演消防员，你们



谁来试试来打电话呢?(幼儿试打电话)

教师小结：我们拨打火警电话时一定要讲清楚自已家的地址，
这样可以让消防员们迅速赶到你家来灭火。

三、“今天谁会赢”的游戏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谁会赢的游戏，
我要考考你们，假如发生火灾，小朋友怎样来保护自己。

把幼儿分成两组，谁答对题目就得到一朵小红花。

1、油锅着火，可以直接盖上锅盖使火熄灭吗?

教师小结：盖上锅盖，可以隔绝空气，使其不能再继续燃烧。

2、烟气重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离开火灾现场吗?(对)。

3、遇到火灾时，什么办法离开火场又快又安全?(1、乘电梯2、
走楼梯)

教师小结：火灾时电梯会出故障或变形而不能使用，所以走
楼梯离开火场是比较安全的。

4、火灾烟气重时，用什么方法赶快离开火场?(1、站着跑2、
弯腰前进)

教师小结：火灾发生时，烟气大多聚集在上面，因此要弯腰，
尽量贴着地面前进。

5、火警的电话是多少?(119)6、电线冒火时，该怎么办?(关
闭电源总开关。)

游戏结束后，老师讲评游戏结果，带领孩子们去实地看看我
园的安全通道。

四、延伸活动：



逃生演练，老师制造火灾现场，当老师喊“起火了”时，幼
儿迅速拿一块湿毛巾捂住口鼻弯着腰有秩序的跑出活动室。

这次活动是一次社会、健康整合活动，活动目的是向幼儿进
行安全教育，增进幼儿安全防火意识，并学习并初步掌握基
本的防火安全常识和简单的自我保护方法，提高幼儿的语言
表达能力。因为选材是幼儿熟悉的行业，所以本次活动幼儿
的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整个活动过程流畅，也突出了难点：
学习并初步掌握基本的防火安全常识和简单的自我保护方法。
教师教态自然、大方，语言亲切。

本次活动受教学经验的局限，这次活动也存在很多问题：

1.教师欠缺引导性语言，很多提问不科学。

活动的重点是向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增进幼儿安全防火意识，
但在观看课件时，虽然环节设计了如何攻克重难点，但教师
的语言引导不是很到位，使得活动的重难点完成不是很突出。

2.教师的知识储备不足。

由于知识储备不够多，教师没有很好的讲解;观看课件时，教
师对消防队员的训练过程方式也没有系统的认识。正因为知
识储备不够，所以教师的语言引导没有点到重点。

3.教师缺少随机教育意识。

社会学习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课堂学习是一个学习的途
径，但随机教育也非常重要。在本次活动中，教师组织幼儿
在教室及周围寻找安全标志和消防用具时，就没有把握好教
育的随机性，应该不仅仅只是介绍，还要结合日常生活，对
幼儿进行使用、保护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