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中班安全教育教学计划(通
用5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
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中班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一

中班幼儿是小班幼儿和大班幼儿的过渡时期，自我保护能力
逐渐形成，安全意识逐渐建立，但还需要教师的引导和提醒，
虽然经过一年的.体生活的，但还需进行培养训练。因此，根
据我班幼儿的实际情况的和现有水平，本学期将以独立自.能
力的培养为基础，以加强常规训练为措施，逐渐提高幼儿自
我保护能力和安安全防范意识，并开展了一些相应的安全教
育活动。

这学期，我担任幼儿园中班的教育工作。在幼儿园中班工作
计划中安全工作计划仍为首位。为贯彻落实幼儿园《纲要》
精神，将幼儿的人身安全放在首位的指导思想，现将本学期
的幼儿园中班安全工作计划制定如下：

1．坚持每天晨检。保证幼儿不带危险物品入园，如有要收回，
严格幼儿的安全制度。

2．保证教室的通风、干净，保证区域角材料的安全、卫生，
定期消毒玩具。及时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证一人一巾一杯。

3．严格书写交接班记录，及时清点人数和物品与接班教师交
代清楚。



4．幼儿午睡时检查是否有危险物品，巡视幼儿是否有不良的
睡眠习惯，如蒙头并及时纠正。

5．户外活动时,教师认真检查活动场地的安全性，及时排除
不安全因素，确保幼儿安全，活动后不遗忘幼儿物品。

1．教育幼儿在家或在其他地方能不爬阳台。

2．确保上下楼的安全。幼儿能做到不推拉、不跳台阶。

3．幼儿知道不跟陌生人走，不吃陌生人的东西。懂得不能随
便离开大人或.体。

4．幼儿知道不将手放在门缝间、桌子间、椅子间、以免受伤。

5．户外活动玩玩具或玩游戏的时候，能互相谦让，不拥挤，
幼儿互相监督。拿器械时互相帮助，保证幼儿安全。

6．知道不能碰电插座等电器，对于不安全的电器不玩。玩剪
刀时注意安全，知道正确的使用剪刀。

7．通过认知活动，知道不把纸团、扣子等塞到耳、鼻里，也
不能把异物放到嘴里，午睡时不玩衣物等危险物品。

8．认识常见的交通标志，目的是当幼儿外出时，学会看清交
通标志，学习按标志来调节自己的社会行为。

9．教育幼儿危险的事情不做，同时加深幼儿对危险物品的认
识。

10．分辨对与错。让幼儿通过分辨安全知识的对与错，提高
自身的安全意识

11．熟记家庭地址、电话号码、父母姓名等，《认识特殊的
电话号码110、119、120》。



具体的各种活动将在幼儿园一日生活的、教育教学活动、游
戏的各个环节中自然地进行，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帮助幼儿
懂得自我保护的简单知识和方法，才能真正保证幼儿的安全。

幼儿中班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二

1、通过安全标记，潜移默化的'让幼儿知道要遵守的安全事
项。如：请幼儿在教室、幼儿园内找哪些是危险的地方，和
幼儿一起制作各种安全标志贴在危险区向小朋友发出警告。

2、教育幼儿不能随便玩电器、电线等；不能把手指伸进电源
插座的插孔里。知道在雷雨天气里，不能看电视、不躲在树
底下。认识防电标志。

3、密切注意幼儿的活动细节教育幼儿不做有危险的事。

4、班里的药箱要妥善保管，要放置在固定位置。

5、认真做好接送卡工作，严格把好幼儿离园关，防止幼儿趁
乱走失。

6、做好家园合作工作。在家长园地中加大安全知识的宣传力
度，和家长及时沟通，请他们协助老师做好配合工作。

幼儿中班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三

1. 我们充分利用餐前、盥洗的间隙以自编小故事的形式让幼
儿了解一些安全常识，例如：我们发现近段时间幼儿总喜欢
将一些小物件放在口袋里，个别幼儿乘大人不注意时总想往
嘴巴里塞，所以我们自编了《这些东西不能吃》、《我是小
花猫》、《我会这样玩》等小故事，并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
对幼儿进行了安全教育。同时，每天我们都会检查幼儿的口袋
（特别是班级内的男孩子），以防止幼儿带一些危险的物品
来幼儿园。并通过谈话的活动，让幼儿知道小朋友是不能将



一些豆豆、小棒等物带来的，更不能将这些东西塞到自己或
者是同伴的身上。

2.利用图片的形式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针对班级内幼儿爱看图书的心理，我们在语言区内为幼儿特
地提供了安全教育的图片和图书，内容包括《当有陌生人来
时》、《怎样过马路》、《爸爸、妈妈不在家》等类似的内
容，指导幼儿和同伴一起边看边讲述，让幼儿了解了日常生
活中可能会碰到的安全问题。

3. 将一日活动中的要求细化。

根据班级内的实际情况，我们更是将一日的生活做到了细化，
把生活习惯与自我保护教育是紧密结合起来。在盥洗活动中，
我们开始培养幼儿与幼儿之间的互相监督，让幼儿先自己说
一说在盥洗时小朋友该做到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教师也对
幼儿进行了分批的管理。这样就减少了幼儿在入厕时互相拥
挤、碰撞等一些安全的隐患。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我们两位
教师也是采用了分组带领的形式，每位教师带领一半幼儿进
行体能的锻炼，这样，也就减少了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安
全的问题，也保证了幼儿一日的户外活动的量。

4.我们让幼儿知道了了正确有序的穿衣服能保护身体，热汤
热水吹一吹再喝能避免烫伤，吃鱼把鱼刺挑干净能免受咽刺
之痛，吃饭不嘻笑打闹可避免气管进异物。我们注意幼儿生
活小节的训练，孩子能做的事就让他自己做，决不包办代替，
这样，孩子在自己的劳动实践中建立起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通过我们的努力，幼儿在一日活动中的规则意识也明显地增
强了，所以，只有一日活动中的每个细节有了安全的保证，
才能更好地开展各项活动。

5.不折不扣地做好安全工作。



没有安全就没有教育！户外活动前，着装是否整齐，鞋带是
否松弛等问题；还要看一看，摸一摸幼儿手里或口袋里是否
藏有坚硬细小的物品；外出行走时，暂时让幼儿排成两排齐
步走，一般由教师在周围保护。上下楼梯时，指导教育幼儿
扶栏杆有序行走。来到活动场地，首先要检查场地器材是否
安全，并在活动中眼观六路，幼儿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老师的
视线内，另外，对身体协调发育欠佳的幼儿要特别关注，活
动后教幼儿学习收拾器材。并及时为幼儿抹汗、更换衣服、
等工作。

6.教育幼儿不玩教室里的抽屉、门、窗，以防夹伤。

幼儿进睡房前，教师要检查幼儿的口袋是否有玩具。教育幼
儿不能玩火，玩水和玩电。老师用完电器之后，一定要把电
源随手关掉，防止幼儿用手去摸。不给幼儿玩细小的物品和
玩具，防止幼儿把它们塞进嘴巴、鼻子和耳朵里面。结合主
题教育，还要对幼儿随机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和自我保护能力
的培养。

如：幼儿上厕所时一定要告诉老师，当然，老师要在旁边指
导协助。盥洗时教育幼儿不能玩水；幼儿玩耍时，攻击性比
较强的幼儿为什么没有朋友？教育他们不能推别人和用玩具
打人。大小礼拜接送时，教育幼儿不能拿陌生人给的糖果或
者玩具，不能跟陌生人走；另外在家长来园接幼儿时，我们
一定要确认是幼儿的家人时，才可以让其带走孩子。

幼儿中班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四

：

1、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与家长密切配合，加强防范意
识，让幼儿在有安全意识的基础上，时时提醒自己或他人注
意安全。



2、让幼儿了解简单的自救技能，让幼儿背出家里的.电话号
码，家庭住址等，并学习正确拨打特殊电话号码：110、119、
120等。

3、幼儿知道不跟陌生人走，不吃陌生人的东西。懂得不能随
便离开大人或集体。

4、确保上下楼的安全。幼儿能做到不推拉、不跳台阶。

5、幼儿知道不将手放在门缝间、桌子间、椅子间、以免受伤。

6、要对幼儿进行交通安全教育、预防交通事故和意外事故的
发生。

7、要定期对幼儿活动室、各专用教室、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
检查加强安全管理。

9、户外活动时，教师认真检查活动场地的安全性，及时排除
不安全因素，确保幼儿安全，活动后不遗忘幼儿物品。

11、保持地面的卫生和干燥，避免幼儿滑倒。教室的地面和
厕所的地面始终要保持干燥。厕所水管下水不通畅，易淤水，
地面容易湿，如遇厕所淤水时，不管是谁看见地面有水就拖，
并保证一个干拖把在。总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尽心
尽力，争取更大的进步，为幼儿创造一个安全、舒适、愉快
的学习、生活环境。

幼儿中班安全教育教学计划篇五

要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学习和生活活动，满足幼儿各方
面发展的需要，就要让幼儿知道必要的安全保健知识，学习
保护自己。幼儿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健康和
安全时刻牵动着父母、老师和许多人的心。幼儿期的孩子活
泼、好动，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什么都想看一看、摸一摸。



然而，他们的能力和体力都十分有限，动作的灵敏性和协调
性较差，又缺乏生活经验，因此，幼儿常常不能清楚地预见
自己行为的后果，往往会诱发危险因素，对突发事件不能作
出准确的判断。为了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和学习简单的安全
自救方法，针对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班级幼儿的具体情况，
我们xx班两位老师制定了这一学期的安全教育工作计划。

1.了解生活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懂得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
安全，对陌生人、危险事物等有警惕心。提高幼儿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

2.学习预防危险、自我保护的简单知识，幼儿形成良好的生
活和卫生习惯。遇到危险能保持冷静、尝试解决或预防危险。

1.通过环境布置的渲染、安全教育活动设计等活动，加强幼
儿的安全教育。

引导幼儿学习保护自身安全，增强安全意识。根据幼儿的身
心特点，针对幼儿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对幼儿进行教育，
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我班将安全教育有目的、有计划地渗
透到幼儿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理和心理上确立了幼儿自我
保护能力的培养目标。

此外，在班级环境布置中加入安全教育元素，搜集一些安全
教育图片，让幼儿明白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不正确的
行为，增强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在每天的晨间谈话中，时
刻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2.引导幼儿找出身边的隐患，避免事故的发生。

孩子还小，我们不可能保证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教导，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注重调动幼儿的主动性、积极
性，让他们亲自参与到安全教育之中。哪些地方易出危险，
怎样想办法消除这些危险隐患，一一列举。还可以利用情景



表演，将自我保护的学习内容融入游戏之中，能使幼儿在轻
松、愉快的气氛中巩固生活技能。

1.在公共场所不与陌生人说话，提高警惕心。

2.认识日常生活中安全标志。

（1）教育幼儿认识安全标志，乘车时不要把手和头伸出窗外，
坐时要坐稳，坐好。教育幼儿不要在公路乱跑、打闹。不要
随便坐别人的车辆。不跟陌生的人走。

（2）了解紧急电话的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