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端天气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大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教
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极端天气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篇一

为了贯彻黔教办安稳[20xx]737号文件《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加强雨雪天凝冻天气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加强
我乡各校对雨雪凝冻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强监测预
警，切实做好各项防范工作，及时有效解决实际困难，确保
学校师生安全。现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组长：熊亲义（校长）

副组长：韦应炳（副校长）黄军元（政教主任）

组员：周红成、任朝兵、龙致耀、韦绍勇、黄渝、姜帆、各
班班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黄军元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1、必须成立冬季学生安全领导小组

2、根据天气预报或遭遇灾害天气，遵照上级指令，宣布进入
应急期及有关指令。

2、根据雨雪凝冻天气的`破坏程度，果断决定学校是否停课
避灾，灾后复课等指令。

3、根据防雨雪凝冻天气应急预案，研究部署并组织学校。



4、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及灾后复课工作。

5、及时向中心校报告有关雨雪凝冻天气灾害情况等事宜。

6、随时掌握雨雪凝冻天气发展趋势，并做出相应决策。

7、组织宣传党和国家的防凝冻天气灾害科普知识，提醒学生
避免用煤炭火取暖，严防一氧化碳中毒。传授有关自救、互
救雨雪凝冻天气道路安全等常识。

8、积极与有关部门配合，加强防寒、防冻、防病和治安工作，
确保学校正常教学及生活秩序。

9、在雨雪凝冻天气期间，领导小组要加强校园各办公室、楼
道、食堂食品、供水、取暖等设施及学校周边危险路段的排
查和整改措施。

10、加强值守，确保通讯24小时畅通。

（一）学校遭遇雨雪凝冻天气灾害事件，领导小组立即启动
预案展开工作。

（二）学校破坏性雨雪凝冻天气灾害发生后，应急领导小组
立即召集小组成员讨论、研究、部署、指挥抢险救灾工作。

（三）学校一旦发生其它突发事件，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
采取应急措施，确保师生生命安全。

（四）学校安排专人负责，切实落实防雨雪凝冻天气灾害及
安全值班制度，保证信息渠道畅通。

（五）学校及时开展灾情调查，及时如实报告灾情。

学校意外伤害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及成员电话：xxxxx



极端天气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篇二

1、了解暴雨、暴雪天气里的安全保护措施.

2、提高应对恶劣天气的能力，更好地保护自己.

了解暴雨、暴雪天气里的安全保护措施.

dvd、幼儿用书

导入活动：

1、“你们喜欢下雨、下雪天吗?”

2、播放dvd“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里因为雨和雪发生了什么事
情.”(师:引导幼儿大胆表述幼:幼儿根据已有经验说说自己
的想法)

3、雨如果下得很大很大就是暴雨，雪如果下得很大很大就是
暴雪.

4、你喜欢这样的天气吗?为什么?

5、说说看，暴雪天会有什么不方便?

6、暴雨天又会有哪些不方便?

7、你遇到过这样的天气吗?

8、下暴雨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概念学习1、小朋友说了这么多关于暴雨暴雪天气的安全问题，
现在我们一-起看看视频，看看视频里是怎么说的?2、暴雨天
雨水进屋，为什么要关掉煤气、电源?3、暴雪天气里外出最



可能发生什么危险?要注意哪些安全?(师:激发幼儿兴趣，大
胆表达想法。幼:大胆结合经验猜测).

游戏巩固：

我是小小天气预报员

1、玩法:幼儿分成5组，每组制作暴雨、暴雪天气图标，并讨
论在这两种特殊天气里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游戏开始，各
组推选，名天气预报员进行天气预报，其他组幼儿听其预报
内容是否正确、完整.

2、规则:天气预报员不仅要报天气，还要正确说出关于该天
气的安全建议.

极端天气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篇三

1、感受不同的作画方式带来的快乐，激发作画的乐趣。

2、尝试用刷子、棉棒作画来表现风和雨。

3、学会欣赏自己和同伴的作品。

重点：感受不同的作画方式带来的快乐。

难点：尝试用刷子、棉棒等工具来表现风和雨。

1、视频《狂风暴雨》。

2、刷子、棉棒、盘子、颜料若干。

3、桌子4张、小椅子12把、围裙12套、湿巾若干，画板1块。

1、导入部分



观看视频《狂风暴雨》。

师：从动画中你发现了什么？天气怎么样？

2、基本部分

讨论：暴雨又是什么样子的？龙卷风是什么样？大树为什么
倒下？

师：下面，我们一起来画一画，看看老师使用什么笔画的？

创设情境示范：一天，天空中没有白云，乌云密布，阴沉沉
的，突然，霹雳啪啦的.下起大雨来，雨点像豆子一样大，透
出像雨点一样的白点。

不一会，猛烈的龙卷风旋转而来（手拿棉棒），从四面八方，
越过小河，拔起大树，卷走房顶。

呼——狂风像一只野蛮的大狮子，大吼大叫，树枝咯咯截断。

——狂风暴雨就这样变出来了。小结：孩子们！原来刷子、
棉棒、手指都可以做画笔，画出想要画的画呀！想不想试一
试！

（3）幼儿尝试作画

幼儿自由操作，教师个别指导，鼓励幼儿大胆表现。

幼儿作品展览，请幼儿介绍自己作品，相互欣赏同伴的画。

把作品装饰到走廊，邀请爸爸妈妈一起欣赏作品。

极端天气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篇四

1、知道雷电形成的原理过程，明确雷雨天气的危害，树立防



雷电的安全意识。

2、通过调查和收集资料，了解好掌握预防雷击的方法好技能。

3、初步掌握遭遇雷击之后的紧急治疗方法和应急措施。

引言部分指出了雷电的危害，同时揭示了本课要了解的内容
和重点的教学任务。主体部分共设不友好的来访者和避开雷
电防雷击两个主题。

雷电形成的原理过程，明确雷雨天气的危害，树立防雷电的
安全意识。

遭遇雷击之后的紧急治疗方法和应急措施。

1、教师为学生播放一段雷雨季节电闪雷鸣的视频资料，提问：
‘这是什么现象？经历过这种天气吗？当时有什么感受？”

2、学生根据生活体验交流对雷电的认识。

3、教师引导：“雷电是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在我们生活
中就经常会遇到雷雨天气。你知道雷电是怎样形成的吗？”

4、学生先就自己了解的相关知识介绍，然后教师结合教材介
绍进行补充。可以利用电发生器等科学试验器材为学生演示
一下雷电产生的原理。

2、学生根据自己的认识交流雷电的危害。

3、教师小结：“云层能积聚大量正电荷，而地球是导体，本
身积聚负电荷，从而使得云层与云层之间、云层与地面之间
形成很高的电势差，几百万伏到几亿伏，因而产生的电流就
十分强大，达到几万安至十几万安，形成高热和强光，会造
成巨大破坏，能使人立即死亡。



如果通过树木、建筑物，巨大的热量和空气的振动都会使它
们受到严重的破坏。”

4、根据真实案例体会雷电的危害。

（1）了解教材“真实再现”的案例，教师提问：“这样的严
重后果你想到过吗？当我们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你想到会
有这样的危险发生吗？”

（2）学生交流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
谈对雷电灾害的了解和认识。

（3）教师为学生提供更多雷击事件案例，帮助学生更全面、
明确地认识雷电，重视雷电的危害。

1、教师指导学生将收集的资料和通过学习了解的雷电危害进
行整理。

2、学生交流收获。

2、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和了解的相关知识进行交流，教师结合
教材相关资料进行补充。

（1）避雷、避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2）使用雨具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3）留意自己的衣着有没有容易导致危险的物品。

（4）避免使用电子产品。

（5）不进行危险活动。

1、教师出示一组居家生活中的防雷电图片，让学生判断其正
确与否，并说明理由教师给予分析和补充。



2、教师启发：“我们在雷雨天气应该注意防雷击，那么在平
时没有出现雷电天气的时候，又该怎样预防雷电呢？”

3、学生交流日常生活中的防雷电措施，教师补充，如安装避
雷针等。

1、师：“雷电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平时一定要加倍小心。
不过如果有人不幸遭遇雷电伤害，我们千万不要慌张，也不
要犹豫不决耽误救治的时间，学习正确的施救方式可以让我
们及时帮助遭遇雷击的患者摆脱生命危险。”

教师播放对遭遇雷击者的紧急救护视频，并结合视频进行救
护方法的.讲解。

2、学生分组进行救护技能的训练。

极端天气安全教育教案幼儿园篇五

1、教育学生学会在遇到暴风雨、山洪、雷电等自然灾害能学
会自我救助。

2、掌握科学合理的安全常识。

教学重点：

自然灾害安全常识的教授。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

防雷

1、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



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

2、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

3、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万不得已，则须与树干保持3
米距离，下蹲并双腿靠拢。

4、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
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赶紧趴在地上，这样可以减少遭雷
击的危险，并拿去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项链等。

5、如果在户外遭遇雷雨，来不及离开高大物体时，应马上找
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脚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
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因为水能导电。

6、在户外躲避雷雨时，应注意不要用手撑地，同时双手抱膝，
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较之身体其他部位最
易遭到雷击。

7、当在户外看见闪电几秒钟内就听见雷声时，说明正处于近
雷暴的危险环境，此时应停止行走，两脚并拢并立即下蹲，
不要与人拉在一起，最好使用塑料雨具、雨衣等。

8、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在旷野中打伞，或高举羽毛球拍、高
尔夫球棍、锄头等;不宜进行户外球类运动，雷暴天气进行高
尔夫球、足球等运动是非常危险的;不宜在水面和水边停留;
不宜在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耍。

9、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
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伤人。

10、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此时应提高警惕，
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身处附近的人此时千万
不要跑动，而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有雷击发生时，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自我保护：

1、远离建筑物的避雷针及其接地引下线，这样做是为了防止
雷电反击和跨步电压伤人。

2、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如有条件，
应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金属壳的汽车、船只，但帆布
的篷车、拖拉机、摩托车等在雷雨发生时是比较危险的，应
尽快远离。

3、尽量离开山丘、海滨、河边、池塘边，尽量离开孤立的树
木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建筑物，铁围栏、铁丝网、金属晒
衣绳边也很危险。

4、雷雨天气尽量不要在旷野行走，外出时应穿塑料材质等不
浸水的.雨衣，不要骑在牲畜上或自行车上行走;不要用金属
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杆的工具如铁锹、锄头扛在肩上。

5、人在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
这时应立刻躺倒在地，或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
抱膝，头部下俯，尽量降低自身位势、缩小暴露面。

二、防雷的十条基本原则

1、室内比室外安全;

2、低处比高处安全，坐下、蹲下比站立和行走安全;

3、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比无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安全;

5、不要触摸或靠在高墙、高烟囱和孤立的高大树木下避雷;

6、不要在田地间的窝篷里或位于地形高处的简易农舍里避
雷;



7、在雷雨时，不能在空旷的田埂上跑步，更不能肩杠长形工
具跑步;

8、在野外，雷暴时不要接触和接近各种电线类金属;

9、雷暴时，停止一切室外的体育活动，特别是在宽大球场上
的运动;

10、雷暴时，停止一切装填炸药和放炮的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