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预防火灾安全教育教案小班 预防
火灾的安全教案(精选8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预防火灾安全教育教案小班篇一

1、引导幼儿了解火的用途及危害。

2、使幼儿懂得如何预防火灾和如何逃生自救。

3、增强幼儿安全防火意识,培养幼儿的社会责任意识。

ppt课件湿毛巾若干条爬行毯4块安全监督员标牌3个

出示“火”的动态图以及火的象形字，直接切入主题，并引
起幼儿学习的兴趣。

a、在生活中，火有哪些用途呢?(请小朋友们说一说)

小结：是的，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火，火可以用来烧饭、取
暖、照明等。火有很多用途，但如果我们不合理利用火，就
会发生危害!

b、火对人类有什么危害?(请小朋友们说一说)

小结：烧伤皮肤、烧毁财物、房屋、森林等

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火灾呢?(请小朋友们说一说)



小结：不能乱玩火;不要乱丢火烟头;不要在楼道燃放烟花;切
勿在走廊、楼梯口处堆放杂物，要保证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
通等。

1、发生火灾怎么办?(请小朋友们说一说)

小结：a：拨打119报警电话时，需说明着火地址，着火原因，
并说清姓名和电话。

b：可以大声呼救，并用打手电筒、挥舞衣物等方式向窗外发
送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c：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被褥等向
安全出方向冲出去。穿过浓烟逃生里，要尽量使身体贴近地
面，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2、在不同场所遇到火灾，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和自救呢?

(邀请亮亮和晶晶为我们讲解)

a、如果在学校遇到火灾，要听从老师的指挥有序撤离等;

b、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火灾，千万不要使用电梯，要走楼梯
等;

c、如果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遇到火灾，要用安全锤敲碎玻璃逃
生自救等。

3、逃生自救演练环节

a、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下楼模拟演练;

b、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前进模拟演练。



考一考：谁是合格的小小消防安全监督员。

这样的行为是否安全?为什么?(请小朋友们说一说)

颁发“消防安全监督员”标志牌

火灾防患于未然，只有懂得如何去防范才能使我们的生存环
境更加安全。希望通过这次的防火安全教育班会使小朋友们
提高安全警惕，增强防火意识，掌握防火自救技能，做好消
防安全监督员!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预防火灾安全教育教案小班篇二

大班幼儿随着生活经验和安全知识的不断丰富，有了一定的
自我保护意识，但当意外灾害真的发生时，他们会感到束手
无策。本活动让幼儿讨论有关火的用处，和学会自我保护、
自救的方法。

1、让幼儿感受火灾的`威胁以及火灾带来的危害。

2、让幼儿懂得火灾逃生自救的基本技能。

3、让幼儿认识灭火器，提高防火意识。

1、火灾录像

2、人手一块湿毛巾。

3、安全出口指示牌，灭火器。

一、谈话导入活动主题教师：小朋友，你们见过火吗？火有
什么作用？

教师小结：火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但如果我们



用火不当，就会发生火灾，危害我们的生命了，所以我们一
定要小心用火。

二、教师播放火灾视频，引导幼儿进行观看。

通过观看视频，引导幼儿回答：火灾对我们有什么危害？幼
儿回答后，教师总结。

三、出示以下幻灯片，引导幼儿说说发生火灾时该怎么办？

（1）如果发生火灾了，该怎么办？

教师小结：发生火灾时要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并讲清楚你
的详细地址、姓名（告诉幼儿切记不能随便拨打火警电话）。

（2）如果家里起火了该怎么办？

教师小结：家中一旦起火，不要惊慌失措，立刻告诉大人，
并马上离开。让大人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扑救。

（3）如果火很猛，浓烟很多，我们有什么办法逃到安全的地
方？

教师小结：马上披湿衣服，湿被子等向安全出口冲，尽量贴
近地面，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穿过浓烟逃生时，要尽量使
身体贴近地面，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湿毛巾要折叠6—8层。
（让幼儿练习折叠湿毛巾捂住口鼻并猫着腰走）。

（5）发生火灾了，可以乘坐电梯吗？

教师小结：遇火灾不可以乘坐电梯，向安全出口逃生

（6）如果所有的逃生线路被大火封锁了，该怎么办？

教师小结：若所有逃生线路被大火封锁，要立即退回室内，



用打手电筒、挥舞衣物、呼叫等方式向室外发送求救信号，
等待救援，千万不能盲目跳楼。

（让幼儿练习挥舞衣物、呼叫等求救方法）。

预防火灾安全教育教案小班篇三

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养
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掌握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解有关知识；明确危害安全的行为。通过学习，时刻提高警
惕，自觉做好防范工作。掌握自救方法，提高自护能力。认
识安全的必要性，树立安全意识；增强安全的责任感。危害
安全的行为，及自救措施。

冬季来临了，为确保学生冬季安全，结合季节特点，进行以
下方面的安全教育：

一、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
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1、当前，在中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缺乏正确的安全防卫心
理，他们中有人被敲诈，有人被欺负，甚至有人被杀害，此
类案件比比皆是，甚至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对我们中学生
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非常重要。

2、“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水火无情，人
所共知。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说，近5年来，全世界平均
每年有20xx多万人在大火中丧生，受伤的就更难以计数了。
在面对大火肆虐的'危急时刻，必须坚持“三要”、“三救”、
“三不”的原则，才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二、让学生了解安全知识



用电安全：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中用电的地方越
来越多了。因此，我们有必要掌握一些的用电常识。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
况，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
等物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三、发生火灾怎么办

冬季气候较干燥，严禁玩火，严防火灾事故发生。易燃物一
点即着，防火尤为重要，强调以下几点：

（1）、任何同学不准携带火柴火机等火种进校，实验室里的
火种也不得带出室外。

（2）、不得带等进校园，在校外，走亲访友时也要小心，远
离这些危险物品。

（3）、要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报警时要向消防部门讲清着
火的地点，还要讲清什么物品着火，火势怎么样。

（4）、一旦身受火灾的威胁，千万不要惊慌，要冷静，想办
法离开火场。

（5）、逃生时，尽量采取保护措施，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用湿衣物包裹身体。八是加强家校联系。通过家访、家长会
等方式，提醒家长注意学生的校外安全，为学生提供一个安



全、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

四、做好自我防护

把衣服穿暖和，被子盖暖和，寝室常开窗通风，毛巾衣被在
晴天要晾晒，不与别人共用餐具，跑步后用毛巾隔背。发现
有头昏、厌食，四肢无力、咳嗽发热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个人要勤洗澡，勤换衣，不与他人共用盆桶等洗漱用品，特
别要勤洗手，勤通风，勤换衣。

五、教师总结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可能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故，如
何紧急处理，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在以后的班会中，
我将陆续了解，让我们在拍手歌中结束今天的这堂安全教育
主题班会吧。总之，我们青少年要树立安全意识，掌握自护
方法，提高自护能力，才能在各种意外情况发生时从容应对。

预防火灾安全教育教案小班篇四

1、通过对山林火灾事故的了解，知道发生山林火灾的主要原
因。

2、认识各种灭火设备，掌握一些消防安全常识及防火自救的
方法。

3、增强幼儿的自救意识，培养应变能力。

4、知道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逃生。

5、初步懂得做事要小心，遇到意外不慌张，并设法解决。

1、山林火灾事故视频或图片



2、山林防火标志、山林防火图片

三、活动过程

（一）观看视频，了解山林火灾事故。

1、说说这是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

看了这段视频，你想说什么，你还在哪里看到这样惨不忍睹
的场面？你看来有什么感受？

（二）参与讨论，了解发生山林火灾的原因。

1、为什么会发生森林火灾？

2、视频中有几种动物？他们有哪些不同的神情？

（三）怎样预防山林火灾

1、幼儿自由讨论讲述。

2、图片展示，提升经验。

l 上山游玩不带火种。

l 不在山上吸烟、烧东西吃。

l 上山祭祀不烧纸钱。

l 认识中国山林防火标志。

（四）如果发生山林火灾怎么办

1、小朋友发现山林火灾，先逃生再报警。



2、找到逃生出入口，找到水源，浸湿衣服裹住头逃出来。

活动中，就幼儿生活经验的几个片断，让幼儿主动探索、寻
找日常生活中不能随便说的易引发火灾的物品，并让幼儿自
主地说出不能玩的原因。发展幼儿语言表达能力，丰富幼儿
安全防火知识，从小培养安全意识。

预防火灾安全教育教案小班篇五

1.懂得简单科学的防火知识和技能，形成初步的消防意识。

2.知道自我保护和求助他人的方法。

3.萌发爱学习、爱科学，逐步养成仔细观察积极思考的好习
惯。

彩色笔、绘画纸、电脑、教学课件、易燃物品等等。

一、情境导入

1.火的自述：小朋友，你猜猜我是谁。

2.生活经验；讲述火的产生与用途。

3.直奔主题：可我有些时候也很不听话，看我又做了什么坏
事。

、共同探讨发生火灾的原因

1.集体讨论：发生火灾的'原因。

2.电教活动：观看录象了解正确的逃生方法。

三、讨论学习自救常识



1.自由讨论：发生了火灾怎么办？

2.电教活动：观看录象了解正确的逃生方法。

3.游戏

四、观看认识防火标志

1.出示图片，幼儿观察，理解标志的含义。

2.讨论标志符号的共同点。

3.请幼儿回顾还见过那些标志符号，注意听老师提问。

五、抢答游戏《你知道吗》？

1.出示图片，幼儿抢答这样的行为对吗？

2.教师总结幼儿的表现情况。

六、学习儿歌结束活动

1.学习儿歌：电脑说今天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儿歌，想不
想学。

2.小结结束活动。

预防火灾安全教育教案小班篇六

1、帮助小朋友厂解火灾结人类带来的危害。

2、学习着火时的急救措施

3、教育小朋友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扑救或报告。



发生火情时如何急救。

掌握身上着火时的自救方法：

火灾录像或图片、带夹子的红手绢一块、空脸盆一个、玩具
电话一部。

1、看录像或图片，让小朋友了解火灾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2、讨沦：火灾是怎么引起的？教育小朋友不玩火。

3、看图片讨论：

(1)当房屋或家里的'物品着火时，你该怎么办?(用水、沙、
土灭火，打119火警电话报警，向外呼救，想办法逃出
去……)

(2)当你衣服上着火了怎么办？(跳入水中，脱掉外衣，滚动
等。)

4、教师小结：当发现火情时，要及时扑救或打11火警电话报
警；如果被火围困，要想办法逃出去；如果烟雾大，要用湿
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或匍匐前进；衣服着火要赶紧用水浇灭
或就地打滚。

5、游戏“身上着火了””小朋友围坐一圈，一位小朋友手拿
一块带夹于的手绢在圈外走，当老师说“着火了”时，拿手
绢的小朋友迅速将手绢夹到圈上任一小朋友的衣服上，表示
衣服着火了，“着火”的小朋友迅速想办法自救，如：就地
打滚，脱掉外衣或坐到盆里。游戏可反复进行。

1、向小朋友讲述因玩火造成火灾的实例。

2、学打火警电话“11”。



预防火灾安全教育教案小班篇七

通过教学，使学生懂得冬天安全使用火炉取暖和安全用电。

一、谈话导入

冬天来临，气温也随之慢慢下降，有的人可能用火炉取暖，
有的人可能用电炉取暖，我们应注意哪些事情呢？现在，我
们一起来探讨。

学生讨论、交流。

二、冬天用火炉取暖应注意的事项：

1.取暖火炉5米范围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向火炉投
放费油及有毒化学物品。

2.取暖火炉必须有人经常看管好，晚上睡觉前必须对火炉进
行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

3.用火炉取暖时，必须保持室内空气畅通，防止煤气中毒。

三、冬天安全用电

进入冬季，随着气温下降，气压较低，室内空气流动性差，
是引发触电等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应
注意：

1.认真检查电线，确保不用裸露的电线。不私拉乱接电线。

2.检查电炉是否有漏电现象。坏了的要找专业人士修理好之
后才能使用。

3.电炉的功率较大，使用一段时间后要关掉电源让电炉散热，



同时以防电线被烧焦。

4.不要用手接触发热部位，以防烧烫伤。

四、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还想提醒大家应注意哪些问题。

预防火灾安全教育教案小班篇八

1、初步掌握基本的逃生办法，知道火灾逃生的误区。

2、感受火灾的巨大破坏性，培养防火的意识。

3、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教会幼儿做个胆大的孩子。

1、火灾相关视频一个。

2、逃生方法解析图片若干张。

一、开始部分

引入：“上个星期，在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有没有小朋友
还记得这个新闻？我们一起来看看一看。”

二、基本部分

1、播放火灾视频。

提问1：“哪个小朋友可以告诉老师，在这个视频里发生了什
么？”（高楼失火）

提问2：“这是一个发生在高楼（9层以上，带电梯）里的火



灾，如果是你住在这么高的、着了火的楼房里，你有什么办
法逃出来？”（冷静处理）

2、展示逃生方法解析图片（ppt形式）

“老师的一些朋友也知道火灾逃生的办法，我们来看看他们
的办法和小朋友的一不一样。”

提问1：“哪个小朋友可以给老师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着火的房间，惊慌的人，泼水等）

提问2：“这是两个着火的房间，老师的朋友有的跑出了门，
有的关着门往门上泼水，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前者是屋
内着火，后者是屋外着火）

提问3：“如果你住的高楼遇见了屋内着火的情况，你有什么
好办法？”（报火警，披上毯子，湿布捂鼻子，沿墙爬行）

提问4：“如果是房间外面着火，你出不去怎么办？”（报火
警，躲到阳台）

提问5：“他们通过窗子逃生，你觉得这个办法好不好？为什
么？”（要成人帮忙且不适用于高楼）

提问6：“老师觉得，住在那么高的楼上，我一步一步走下来
肯定没有坐电梯快，为了快一点从着火的高楼里逃生，我要
坐电梯，你觉得这个办法好不好？”（火灾中电梯断电）

三、结束部分

1、防火措施讨论

提问1：“小朋友们知道了火灾逃生的办法，那么，老师要问
一问，你觉得做什么事情会让火灾发生？”（厨房；卧室电



器、吸烟；楼顶放烟花；墙内电线老化等）

提问2：“那么，你有什么好主意可以让火灾不发生或者在着
火的第一时间就能把火给灭掉？”（灭火器）

2、将火灾逃生方法与家长分享。

1、教师急于实现活动目标，各环节点到即止，没有引导幼儿
进行深入思考。

2、教师主导了活动，掌控多于引导，幼儿没有充分表达看法
的机会。

3、教师应根据幼儿的思维、表达水平有选择的请幼儿回答问
题。

1、教师没有充分倾听幼儿的表述，而是将自己的观点“灌
输”给幼儿。

2、教师对活动的把握欠缺，某些环节的相互衔接不够自然，
缺乏过渡。

1、各环节的设计较为合理，但在活动中急于实现活动目标，
各环节没有充分实行。

2、提出的问题应该遵循一条较为明显的逻辑性（如，可根据
逃生工具从无到有，幼儿在不同的情境中各应采取怎样的措
施）。

3、在各种逃生方式的学习过程中应该以幼儿讨论为主。在幼
儿运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法的探讨由幼儿自己
总结出合适的方式，学习新的经验。

4、结束环节可以引导幼儿回顾活动的内容，由幼儿总结学习
过的火灾逃生的办法。



1.幼儿有运动意识，能充分活动自己的身体。

2.探索翻滚的多种方法，有一定创造性。

水管人手一根。

（一）语言导入：“我们消防队员要进行一次演习啦！”

1. 分散练习：

幼儿分成两路纵队；消防队员，爬过云梯、钻过地道，登至
山顶，回来时要从中间倒地滚下山坡（滚翻的方法），这样
才不会被大火烧到。注意：滚到起点白线就停下来，看谁的
动作又快又稳，出发！

2. 老师观察幼儿滚的动作。

3. 请两名幼儿示范，互相交流运动经验。

提醒幼儿翻滚时不撞到人和东西。

4.幼儿尝试两次，鼓励幼儿大胆，不怕困难。

（二）“不好了，森林里真的着火了，小动物们被困在山顶
啦，这下我们消防队员要拿出真本领，赶快去救小动物啦！
消防队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1次）

先请幼儿去拿水管扎在腰上，要求：腰里扎好水管，上山后
对房子喷水，每人每次救一只小动物，救回后拿在手上，滚
下山坡。

（三）结束部分：

师：“我们消防队员真勇敢，救出了小动物，大家都很高兴，
那我们来和小动物跳个舞送它们回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