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安全游动物园反思 大班安全防恐防
暴活动反思总结(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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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安全游动物园反思篇一

  活动过程：

  1、观看讨论

  (1)组织幼儿观看录象，暴力事件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2)提问："如果遇到暴力事情时怎么办?"引导幼儿说说
自己的见识和感受。知道遇到突发事件不要慌，有秩序地撤
离可以避免危害的发生。

  2、图示解释

  (1)出示班级撤离图，带幼儿观察并找出班级在紧急情况
下撤离的路径和位置。

  (2)引导幼儿讨论：为什么撤离时要走图中标注的路径?
使幼儿了解图中标注的撤离路径是离户外安全地带最近的一
条通道。

  (3)带幼儿观察撤离路径的条件(几层楼梯、弯道情况等)，
引导幼儿讨论：怎样走，到达安全地带最快?启发幼儿讲述撤
离方法和注意事项。如可以分成两队，沿楼梯两侧迅速撤离;



按顺序，不拥挤;听老师的指挥等。

  3、实践演习

大班安全游动物园反思篇二

  活动准备：紧急撤离的事例或图片、幼儿园紧急撤离图
活动过程：

  1、观看讨论(1)组织幼儿观看录象，暴力事件给人们带
来的危害。

  (2)提问："如果遇到暴力事情时怎么办?"引导幼儿说说
自己的见识和感受。知道遇到突发事件不要慌，有秩序地撤
离可以避免危害的发生。

  2、图示解释(1)出示班级撤离图，带幼儿观察并找出班
级在紧急情况下撤离的路径和位置。

  (2)引导幼儿讨论：为什么撤离时要走图中标注的路径?
使幼儿了解图中标注的撤离路径是离户外安全地带最近的一
条通道。

  (3)带幼儿观察撤离路径的条件(几层楼梯、弯道情况等)，
引导幼儿讨论：怎样走，到达安全地带最快?启发幼儿讲述撤
离方法和注意事项。如可以分成两队，沿楼梯两侧迅速撤离;
按顺序，不拥挤;听老师的指挥等。

  4、实践演习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的目的是让幼儿能借助辅助材料来进行奔跑的
训练，幼儿对这样的形式很欢迎也很感兴趣，但在其中也发



现了个别幼儿动作发展的不足。以后针对这几个幼儿要让他
们多练习这个活动，把动作发展起来。

  幼儿健康教育过程中，必须丰富幼儿的健康知识，改善
幼儿对增进健康的态度，教给幼儿促进健康的方法，训练幼
儿保持健康的行为，从而使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组
织幼儿体育活动时，身体的准备活动和身体的放松活动都是
不可忽视，不可缺少的环节。避免“急杀车”。

大班安全游动物园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理解诗歌内容，进一步感受老师对自己的准确性关心和爱
护，从而更加尊敬老师。

2、能大胆地连贯地介绍老师对小朋友关心之处。

3、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大胆参与讨论。

4、理解诗歌所用的比喻手法，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活动准备：

挂图“老师的眼睛”

活动过程：

1、教师以提问的方式，引出学习的内容。

2、教师用富有感情的声音，朗诵一遍诗歌。

3、启发幼儿回忆并讲述教师在学习、生活等方面对小朋友的



关心、爱护、鼓励幼儿大胆地、连贯地讲述。

4、教师的对话的方式，让幼儿讲出诗歌中的主要内容，教师
出示图片，帮助幼儿记忆诗歌。

5、教师带领幼儿朗诵两遍诗歌（教师要用自己的情绪去感染
幼儿，使幼儿感受到诗歌的内在意义）。

活动反思：

诗歌欣赏不单单是让孩子们欣赏，更是要发挥孩子们的想象
力，让他们融入到诗歌中，并尝试对诗歌进行一个简单的创
编。虽然这节课结束了，但是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在以后的
教学活动中我要注意不要再犯同样的问题。

大班安全游动物园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水灾发生时自救方法，提高保护自己的能力。

2、有环保意识，乐意为周围的绿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3、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能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体验成功的快乐。

5、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重点难点：

1、重点：了解洪水发生的原因

2、难点：掌握自救的方法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水灾的危害)

活动过程：

1、以谈话导入主题

(1)“小朋友想想如果我们这儿连续几天都下雨，感觉会是怎
样呢?有哪些不方便呢?”

“如果大雨连续不停的下，将会发生什么?”(幼儿交流)

(2)看图片，了解水灾的危害性

“连续下大雨发生了什么事情?洪水给人们带来了哪些灾
难?”(教师和幼儿共同边看图片边交流)

2、交流感受和逃生方法

“看到这样的灾情你是怎样想的?”

“洪水来了我们可以怎样逃生自救?”发求救信号、抱住树木、
爬上屋顶)

3、了解洪水发生的原因

“现在为什么每年有特大洪水?”

“减少灾害天气有什么办法?”

(教师告诉幼儿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与减少水灾之间的关系)

活动反思：



洪水对于我们这个地方来说是很少见的，人们对水灾逃生的
意识很浅，更别说逃生知识了那就是知之甚少。我做了充分
的准备，课堂效果很好。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课件的
充分运用，极大地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二是教师巧妙引
导，幼儿的思维得以最大限度地拓展；三是幼儿通过对课件
的仔细观察，对洪水灾害现象和如何进行自救表达的比较完
整准确。通过各种有效教学手段的利用，从班级整体看，幼
儿参与教学活动积极性高，学生普遍对怎样进行洪水灾害自
救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理解和掌握。

大班安全游动物园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烫伤对身体的危害。

2、了解简单的预防和自救的方法。

3、帮助幼儿初步建立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4、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1、收集皮肤烫伤的各种图片。

2、收集容易造成烫伤的高温设备图片。

活动过程：

1、出示皮肤烫伤的各种图片，了解烫伤对身体的危害。

（1）这些图片上的人怎么啦？他们怎么会这样的？你被烫伤
过吗？



（2）教师小结：这些人都是因为自己或别人大意把自己烫伤
了，烫伤后有时会留下很难看的疤痕，有时会对自己的生活
也带来不利的影响。

2、讨论生活中哪些东西会烫伤我们？

（1）哪些东西会烫伤我们？

（2）这些东西会怎么会把我们烫伤的？怎样做才能避免烫伤？

（3）幼儿园哪些东西可能会烫伤我们？

（4）这些东西会怎么会把我们烫伤的？怎样做才能避免烫伤？

（5）还有哪些东西会烫伤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些什
么？

3、讨论一些轻度烫伤的处理方法。

（1）讨论：如果我们不小心烫伤了，怎么办？怎样处理才是
最好。

（2）教师小结：烫伤了先用冷水冲一会儿，然后用干净的纱
布或毛巾盖在上面不动，再找大人帮忙上药或去医院。千万
不能随意拨弄烫伤的地方。如果烫得很厉害，就不能直接脱
掉上面的衣服，不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活动反思：

烫伤作为潜在的安全危险，频繁的出现在幼儿生活中，因此
我们不难发现当吃饭时热汤被弄翻时，幼儿任由热汤趟到自
己身上却不知避让，幼儿认知的贫乏导致对于发热发烫的物
品缺乏正确判断从而出现盲目摆弄的行为等，这一系列给幼
儿终身带来危害的烫伤事件应该引起教育者的高度重视。无
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家，成人都有责任给予幼儿适当的引导



和教育。其实，幼儿是很爱护自己的，只要身体某一部位有
一点点破损，幼儿就会给予相当的关注，幼儿的这一心理特
征也为这一教学提供了可行性。

小百科：烫伤（scald）是由无火焰的高温液体（沸水、热油、
钢水）、高温固体（烧热的金属等）或高温蒸气等所致的组
织损伤。常见低热烫伤，低热烫伤又可称为低温烫伤。是因
为皮肤长时间接触高于体温的低热物体而造成的烫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