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校车安全教育课教案 中班安全教育
教案(大全8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校车安全教育课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真实案例，知道乱吃东西的危害性。

2、提高安全意识，养成乖乖吃饭的好习惯。

3、能够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重难点：

1、重点：知道乱吃东西的危害性，提高安全意识。

2、难点：吃饭时不打闹，养成乖乖吃饭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案例《卡在喉咙里的五角星》、小朋友吃饭的图片、儿歌
《进餐》

活动过程：

1、故事导入，引发兴趣

老师今天要给小朋友讲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



名字叫做《卡在喉咙里的五角星》。一天，四岁的东东突然
咳嗽不停，有时还感觉喘不过气来，晚上也睡不好觉，这可
把爸爸妈妈担心坏了，着急的带着冬冬去医院做检查。经过
一位很有经验的老医生的检查，终于发现了问题——这位医
生从东东的喉咙里取出了一个大大的铁制的五角星。医生还
说这个五角星卡的地方很危险，幸好爸爸妈妈来的及时，要
不然呀，东东就会有生命危险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
东东终于好了，医生还告诉他以后一定不能把一些危险的东
西放入口中。

2、基本部分

小结：当老师听到这个故事时，我的心里也非常着急。东东
怎么能把那么大的东西放入口中呢？多危险呀！幸好医生的
及时治疗。你们说危险的东西能放进嘴巴里吗？希望小朋友
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千万不能往嘴里乱放东西。

3、结束部分

今天老师还给小朋友带来了一首好听的儿歌，是叫大家吃饭
时应该怎么做的小朋友一定要认真学哦！

《乖乖吃饭》是一节中班健康领域的课，在本次教学活动中，
小朋友们的表现都特别棒，不但知道了乱吃东西的危害性，
还能够跟着音乐学习儿歌，积极地参与活动。从整个活动的
效果来看，幼儿兴趣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高，较好的实现
了本次活动的教学目的。

在本次活动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教学过程中互动环节
较少，部分幼儿会走神，如果适当添加一些有趣的互动幼儿
的参与积极性提高，教学目标就可以更好的实现了，活动也
就更加完整。另外，我在语言组织上还有所欠缺，需要勤加
练习和改进。



校车安全教育课教案篇二

1. 通过操作获取有关火的具体经验，知道火能发光、发热。

2. 通过观看录像神奇的火，了解火对人们的用处和危害。

3. 大胆用语言表达自己对火的认识。

活动重点：通过观看录像神奇的火，了解火对人们的用处和
危害，知道火能发光发热。

活动难点：用完整的语言大胆表达自己对火的认识。

蜡烛；有关火的视频、图片

一、通过操作，帮助幼儿获得有关火的具体经验。

1. 谈话

师：你们见过火吗？火是什么样子的？

2. 操作

教师点燃蜡烛，让幼儿观察。

师：蜡烛上的火焰是什么样子的？

二、联系幼儿日常生活中有关火的经验。

师：请你想一想，你还在哪里看见过火呢？

三、观看图片、录像，了解火的用处和危害。

1. 播放视频



师：火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吗？没有火会怎么样呢？视频里火
在我们生活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2. 播放图片

师：火在生活中有没有坏处呢？我们来看看这些图片。

师：火有什么害处呢？

小结：火能发光、发热，发电，火还能推动飞船上天，火还
可以取暖、烧烤食物等。火还有什么用处呢？古代烽火台上
的烽火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焰火在节日里给人们带来欢乐。
火对我们有很多用处，可是火椰油害处，火能烧毁森林、房
屋，还能把人烧死。

四、总结

师：火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是人类的朋友，为人类做贡献。
但是火有时也是我们的敌人，会伤害我们。我们要好好利用
火。

火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平时，我们一直告诉孩子，火
是很危险的，火会带给人类灾难。孩子对火也许是惧怕更多
一点。

今天，我利用视频和图片的方式带领孩子们学习了火的作用、
了解了火的危害，让孩子知道火可以做饭，可以推动火箭升
空，在古时候烽火台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我想，这下火在孩
子的心中，有了更深的印象。

校车安全教育课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初步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2、教育幼儿不玩、不靠近危险物品。

3、了解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挂图三幅

活动过程：

2、引导幼儿讨论：生活中还有哪些物品或事情是危险的? 教
师引导幼儿讨论后，总结出：尖锐的器具、火、电、煤气等
等，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

3、寻找危险的物品

将幼儿分成5人一组，分别到洗手间、各个区角及角落、睡眠
室、院子里等地方寻找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危险的物品或玩具
等，找到后记录下来，与大家一起交流，增强幼儿的自我保
护意识和对危险的预见能力。

渗透方式：

在一日活动中随时发现危险物品或事情，及时提醒幼儿注意。

活动反思：

通过这类活动能够培养幼儿对物品作用的熟悉，也能够让幼
儿在看图和听老师讲解的途中学习到危险的概念，懂得什么



东西能够玩什么东西不能玩。在幼儿安全教育中必不可少。
但是在此类教学活动中，并不能把所有的危险和有危险的物
品都让孩子们掌握，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思想上培养幼
儿的安全意识尤为重要。

校车安全教育课教案篇四

1、明白爱护小手，不玩尖利的东西。

2、明白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和保护方法。

：相关图片一张。

1、请幼儿观察图片，提问：

(1)这个小朋友的手怎样啦(出血了)

(2)好好的小手怎样会出血呢(被东西划破了)

(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玻璃片、针、铁钉、铁丝、
剪刀等。因为这些东西很尖，很锋利。)(4)启发幼儿回忆：
自我的手有没有被划破过，手划破了有哪些不方便。

2、讨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平时不玩剪刀、小
刀、针、玻璃片、铁片等尖利的东西。)小结：我们周围有很
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锋利的，如果我们去玩这
些东西，就会把手划破，给自我带来危险和许多不方便。所
以小朋友们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以免我们的手受伤，影响我
们的教学和生活。

3、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受了伤的手。

(1)如果手不细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口
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感染、化



脓。)

(2)手受伤了怎样办(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然后涂
上红药水或紫药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

(3)手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能把伤手浸在水里，不能
随便揭掉包布，要按时找教师、医生换药等。)小结：如果我
们的小手已经受了伤，就更要好好保护，这样才能使它快快
恢复健康，为我们服务。

校车安全教育课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让幼儿懂得不能和陌生人走，增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2、培养幼儿初步的应变能力。

3、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事先和另一位教师及几位大班小朋友排演好《陌生人来了》
的情境表演，零食若干。

活动过程：

1、请幼儿观看情境表演《陌生人来了》

放学了，陌生人到班级来接小朋友。陌生人：我接静静和乐
乐。两位幼儿坐着不动，怀疑地看着陌生人。陌生人：我是
你们妈妈的同事，跟我走吧，我带来了好吃的给你们吃(拿出



很多零食)这时静静和乐乐走向陌生人。又有几个幼儿有点嘴
馋也想要陌生人手里的食品。陌生人继续说：还有谁想跟我
走?我买很多好吃的带你们去她们家里玩!(又有两个幼儿跟着
陌生人走)教师：(拦住)你们干什么去啊?你们认识她吗?幼儿
摇摇头。教师：这位阿姨，你知道这些小朋友的妈妈叫什么
名字?陌生人：不知道。教师：你知道小朋友的家住在哪里
吗?陌生人回答不上来。教师：这位阿姨，不认识你们的妈妈，
不知道你们的家住在哪里，你们还跟她走吗?幼儿：不能(小
朋友纷纷走回了自己的坐位)。

2、提问引导：为什么不能和那位阿姨走?

3、再次观看表演，请幼儿说说故事里阿姨都用了哪些方法来
欺骗小朋友的?

(谎称是小朋友妈妈的同事，买好吃的东西给小朋友，带小朋
友去玩)

(1)不认识的阿姨说是你妈妈的同事，妈妈又没有交代能跟着
去吗?为什么?(骗人的说法)

(2)为什么不能吃阿姨买的东西?(有可能有毒)

(3)阿姨说要带你们去小朋友家里玩为什么不能去?(也是骗人
的说法，可能骗到外面被带走)

(4)教师小结

不认识的人就是陌生人。陌生人来接时千万不要跟她走。如
果陌生人拿出好吃的，要带我们去玩，我们也不要跟着走。

(5)我们要等谁来接才走呢?

(要等家里人来接，爸爸妈妈没来的时候不要急，要跟老师在



一起。)

(6)如果你看见家人来接了，又该怎么做呢?

(如果家里人来接时，也不要急，要等老师看到爸爸妈妈后，
叫自己的名字;或者你要跟老师说清谁来接，和老师再见了，
才能离开。)

4、学习儿歌《妈妈没来我不急》

儿歌：《妈妈没来我不急》

幼儿园，大门开，

爸爸妈妈都来接。

毛毛妈妈没有来，

急得毛毛哭起来。

陌生人，走过来，

千万不要去理睬。

别乱跑，慢等待，

爸爸妈妈一定来。

5、情境模拟。请个别幼儿模拟该怎样正确离园。

活动反思：

对于孩子来说，安全教育很重要。现在家里就一个孩子，父
母上班在外，经常留一个孩子在家，对于孩子在家的安全就
格外重要。如不动电、不动气等。陌生人敲门等幼儿怎样处



理，这是孩子要掌握的技能。在超市和父母走丢怎么办?有陌
生人来接怎么办等。在活动中，幼儿知道求救老师、家长。
有的幼儿还知道大声喊叫。在超市里还知道广播、打电话等。
幼儿都能掌握。

校车安全教育课教案篇六

1、教育幼儿节约用电、安全用电。

2、教育幼儿学会如何防雷电。

3、锻炼幼儿对事情的判断能力和想像力，增强幼儿的安全意
识。

4、引导幼儿初步掌握日常生活中的电。

5、培养幼儿紧急应的敏捷性。

课件《如何防雷电》;躲雷雨闪电的情景场地布置(即游戏场
地)：树一棵、电线杆一条，房子一座，雨的形成：用银色的
包装纸剪成一条条细小的长带，挂在场地的房顶上面飘落下
来;情景演习的准备：电烫斗一个，一件破了一个洞的衣服;
小兔子头饰、木篮子各40个;音乐《下雨了》。

一、活动的导入：今天，黄可芳小朋友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做
客，现在，我们出发吧。

二、躲雷雨闪电的情景：

1、刚走到半路上，突然传来一阵雷雨闪电的声音(用录音机
播放音乐)，“孩子们，下雨了，打雷啦，赶快躲”。仔细观
察孩子们躲在哪里。

2、雨停了，继续走，来到了黄可芳的家里坐下，她妈妈热情



招待我们。

三、围绕刚才躲雷雨闪电的情景进行提问：

1、刚才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啦?

2、你们是怎样避雷雨闪电的?躲在哪里?

3、今天小可爱也遇到了像我们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一起
来看看她是怎样做的?

四、观看课件《如何防雷电》。

五、围绕课件内容与幼儿展开讨论：

1、故事里的小可爱她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2、小帅哥又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3、小可爱、小帅哥谁做得对呢?请幼儿自由讨论，锻炼幼儿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事情的判断能力。

4、老师小结应该怎样防雷电。

(1)不可以跑到树下躲雷雨闪电。

(2)不可以躲在电线杆下。

(3)不可以躲在高危的地方。

(4)不可以躲在潮湿的地方。

六、情景演习：

突然在黄可芳家里的一个角落里冒出一阵阵烟和闻到一股烧



焦的味道。

七、与幼儿一起讨论应该如何安全用电。

1、寻找出冒烟的苗头(原来是黄可芳玩，用电烫斗烫衣服忘
了关掉电源，把衣服烧焦了)。

2、与幼儿一起讨论在家该如何安全用电?请幼儿各抒已见，
这时候，要运用灵巧的引导语言来开发幼儿的想像力和对事
情的判断力。

3、老师小结该如何安全用电：

(1)、不玩弄电器的插头，需要时请家忙插和拔。

(2)、不用湿手触摸电源开关。

(3)、在没有学会操作前不能随便按动电器上的旋钮及各种键，
有的家电只有人才能操作，不能随便乱动。

(4)、注意节约用电，要随手关灯，没人时不开灯，电视看完
要及时关掉。

八、表演游戏：《下雨啦》。

情景设计：播放音乐《下雨了》，兔妈妈和兔子们随着轻快
的音乐采蘑菇，突然下雨了，打雷啦，兔妈妈和兔子们赶快
躲雨，雨停了，兔妈妈表扬躲得好、躲得对的小兔。

1、幼儿对安全用电的知识掌握得很好，部分幼儿都有这方面
的经验，这说明，家长们在家都有教育幼儿如何安全用电。

2、幼儿对参与表演性质的游戏非常感兴趣，幼儿在玩中学得
更好、更快。这个活动环节如此吸引幼儿，应该让幼儿多玩
几次游戏，在以后的户外活动中，要安排插入这个游戏让孩



子们玩。

3、幼儿的想像力比以前有所进步，并且对事情的判断能力也
提高了不少，这真是可喜可贺，我发觉孩子们在玩中、在动
态中更有积极性，更能发挥他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思维都变
得活跃而富有前进性。

校车安全教育课教案篇七

1、在活动中体验、感知，了解和掌握基本卫生、游泳安全知
识，形成自我保护和保健的基力。

2、培养幼儿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情感和态度。

课件、创设去海边游泳的情境、水果、饮料、游泳衣、救生
圈等。

。

1、谈话：炎热的夏天悄悄来到了，你最喜欢参加夏天的什么
活动？

2、创设情境，激发幼儿的兴趣。播放海滩的游泳景象的录像，
激发幼儿参加的热情，创设一起外出去游泳的情境。

。

1、创设情境：在途中大家口渴难忍，要购买水果、饮料。

2、出示水果，幼儿自主选择、辨析。

教师扮演水果店的老板出示两盘水果，（一盘洗过了的好的
水果，一盘没有洗的还有点烂的）请几个小朋友挑选。



3、明确饮食卫生。组织幼儿讨论，交流对夏天吃水果的认识，
形成讲究卫生的意识。

2、通过讨论，教师小结：

（1）中暑的原因或条件；

（2）怎样预防中暑。

3、请幼儿商讨救鲁蛋的方法。播放另外一半动画片，即鲁蛋
得救的部分。

1、到达目的地，创设游泳氛围。教师扮演游泳教练，讲述发
生的溺水事故，引起幼儿重视。

2、教师播放游泳片，让幼儿明白准备活动的要领和安全知识，
以及注意事项。

1、教师小结：在炎热的夏天，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边走要
注意健康和安全，现在暑假快要到了，每一位同学小朋友都
要注意这些问题，过一个健康、安全的暑假。

2、师生一起伴着音乐学唱儿歌。

校车安全教育课教案篇八

1、了解电的用途，明白安全用电不会发生危险。

2、经过辨析活动，了解安全使用电器的基础知识。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电线一段、插座一个、“电”的标志一个。

1、在教师提问的基础上，初步了解电器的用途：



（1）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电器产品，你明白哪些电器
呢？它们有什么作用？

（2）这些电器给我们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方便，可是这些电器
要工作，都离不开什么呢？

（3）你明白电从哪里来？

（4）教师小结：电给我们人类带来了许多方便，我们的生活
再也离不开它了。它是我们的好朋友，但这位电朋友有时候
也会发脾气伤人的。

2、出示电线，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1）这是什么？你在哪里见过？仔细看看里面和外面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2）教师介绍：这是电线，里面是铜线，会导电。外面是塑
料，包裹着铜线，是保护层，我们抓在手里没有电。可是塑
料坏了，我们就会碰到电，发生危险。

3、组织幼儿讨论：

（1）如果你们家的电线破了，怎样办？（用专用胶布包裹）

（2）如果你看见电线断落在路上，应当怎样办？（绕过去）

4、出示插座，向幼儿介绍有关知识。

（1）这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2）教师介绍：这是插座，里面有铜丝或铜片，能够导电，
外面是塑料做的盒子，是保护层。如果将手伸进去，就会碰
到铜片，电就会传到人的身上，发生危险。除了人和铜会导
电，水也会导电，所以小朋友不能用潮湿的手接电源。



（3）出示“电”的标志，让幼儿认识，并明白看见“电”的
标志就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