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安全教育铅笔不能咬教案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案玩具不能塞耳朵含

反思(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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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安全教育铅笔不能咬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能与同伴友好地一起玩，体验与同伴一起玩玩具的快乐情
感。

2、懂得玩别人玩具前，要先征得别人同意。

3、懂得爱护玩具。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能与同伴一起玩玩具，学会与朋友一起分享玩具。

教学难点：学会玩别人玩具前要有礼貌的征得别人同意，并
懂得爱护玩具。

活动准备



1、每人自带一件玩具。

2、塑料篮子数个。

活动过程

一、介绍交流

1、每个幼儿介绍自己带来的玩具，边介绍边示范玩法，让其
他幼儿对玩具感兴趣。

2、幼儿尝试将不同的玩具进行归类，如电动玩具、长毛玩具
等等。

二、交换玩耍

1、自由玩耍。

2、交流玩耍的情况。

----“要玩别人的玩具，哥哥姐姐是怎样对别人说的?”

3、师生交流一些借玩具的礼貌行为。

----“想玩别人玩具时，应该怎么办?”

想玩别人玩具时，先要礼貌的借，征得对方同意后才能拿，
并要有礼貌的说声谢谢。

----“在玩别人玩具时要爱护好，可不要弄坏了。”

4、幼儿多次交换玩具，大家一起玩。教师表扬能主动交换玩
具并一起玩的孩子。

三、活动结束后把玩具收好，与幼儿一起布置玩具出租屋。



教学反思

我组织的小班活动《玩具大家玩》，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思。

1、《纲要》特别强调幼儿的自主性，通篇体现了尊重幼儿兴
趣、满足幼儿需要的思想。与此同时，《纲要》又十分强调
教师作用的重要性，在第二部分“教育内容与要求”中，
共17次出现了“引导幼儿”、“指导幼儿”或“教育幼儿”
的关键字眼，这充分说明，《纲要》在教育与发展之间仍然
坚持了“既要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又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的观点。

2、我认为这个活动的设计，是充分体现了幼儿的自主性与教
师的`主导作用的。例如：先让幼儿自行玩玩具，再选择自己
喜欢的玩具进行交换。适当的时候教师提醒，点拨。

3、这节课也体现了幼儿教育因地制宜的特点，从幼儿身边的
人和事入手，信手拈来，自然纯朴。

4、这节课最后一个环节设计的玩具出租屋，不仅能提高玩具
的利用价值，还能让孩子懂得要爱惜玩具，分享玩具的道理。

5、不足之处是，教学语言有时小学化，不够亲和力，课堂气
氛不够活跃，不能很好的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在教学时，
不能很好的控制场面，课堂组织不够紧凑。

6、对学生的了解也不够充分，还是出现抢玩具的情况。

幼儿园安全教育铅笔不能咬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玩具塞入器官的后果，玩具不能塞进耳朵等身体器官。



2、知道发生意外是要去医院。

活动准备：

1、男孩木偶。

2、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活动。

教师：

（1）小朋友们，你们玩过穿珠游戏吗？

（2）明明也来玩串珠，发生了什么事呢？

2、教师操作木偶表演故事情景。

（1）木偶表演：

旁白：游戏时间到了，明明选了自己最喜欢的穿珠游戏。

明明：小珠子，真有趣。（明明把小珠子塞到了耳朵里。）

（2）教师：明明玩串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觉得明明
这样做对吗？为什么？

3、引导幼儿观察挂图，继续讲述故事。

老师送明明到医院，医生挖出珠子。医生还告诉明明，下次
可不能再把珠子塞到耳朵、鼻孔、嘴巴里了，那样做耳朵和
鼻孔会流血，还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2）教师操作木偶，模仿明明的声音说：我再也不把玩具塞
到耳朵里了。

4、拓展幼儿经验。

（1）教师：我们身体上有一些小小的孔，如：耳朵、鼻子等
等，这些小小的孔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不能把东西
塞进这些小孔里。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像小珠子一样小？
什么东西比小珠子还小？它们可千万不能塞进我们身上的小
孔孔里呀。

（2）教师总结：教室里的小珠子、小插粒、小磁钉，家里的
小纽扣、小橡皮都不能塞进我们的耳朵、鼻孔、嘴巴里，如
果不小心掉进去，一定要马上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助我们。

温馨提示：

家园共育家长应将家里的细小物品摆放在幼儿不易接触到的
地方，同时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

【扩展阅读】

具体内容

一．课题（说明本课名称）

二．教学目的（或称教学要求，或称教学目标，说明本课所
要完成的教学任务）

三．课型（说明属新授课，还是复习课）

四．课时（说明属第几课时）

五．教学重点（说明本课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六．教学难点（说明本课的学习时易产生困难和障碍的知识
传授与能力培养点）

七．教学方法要根据学生实际，注重引导自学，注重启发思
维

八．教学过程（或称课堂结构，说明教学进行的内容、方法
步骤）

九．作业处理（说明如何布置书面或口头作业）

十．板书设计（说明上课时准备写在黑板上的内容）

十一．教具（或称教具准备，说明辅助教学手段使用的工具）

十二.教学反思：（教者对该堂课教后的感受及学生的收获、
改进方法）

幼儿园安全教育铅笔不能咬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了解玩具塞入器官后的不良后果，知道玩具不能塞进耳朵
等身体器官。

2、知道发生意外是要去医院的。

3、具有初步的安全常识。

活动准备：

教学用的ppt一份，小男孩玩偶一个。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活动

师：“小朋友们，你们玩过穿珠子的游戏吗？明明小朋友也
来玩穿珠子，发生不了什么事情呢？”

二、教师操作玩偶，表演故事情节

1、玩偶表演

（旁白：游戏的时间到了，明明选了自己最喜欢的穿珠子游
戏。）

明明：小珠子，真有趣。（明明把小珠子塞到了耳朵里）

2、师：“明明玩穿珠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觉得明明
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呢？”

三、教师引导幼儿观看ppt，继续讲述故事

1、师：“我们看看后来怎么样了？小珠子塞在耳朵里出不来
了，老师赶紧把明明送到了哪里？一声师怎么做的呀？”

2、教师操作玩偶，模仿明明的声音说：“我再也不把玩具塞
到耳朵里了。”

四、拓展幼儿经验

1、师：“我们身上有一些小小的孔，如耳朵、鼻子等，这些
小小的孔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不能把东西塞进这些
小孔里哦！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像小珠子一样的啊？什么
东西比小珠子还要小呀？它们可千万不能塞进我们身体的小
孔孔里呀！”

2、教师总结：教室里的小珠子、小插片、小磁钉，家里的小



纽扣、小橡皮都不能塞进我们的耳朵、鼻孔、嘴巴里；如果
不小心掉了进去，一定要马上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助我们。

幼儿园安全教育铅笔不能咬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学习句式：“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我要
买……”，培养幼儿大胆、完整表达的能力。

2、初步尝试学用动词“拍”、“滚”、“开”说完整的话。

3、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4、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活动准备：

活动前，准备玩具货架1个，上面摆放各种玩具;

活动过程：

一、导入。带领幼儿买玩具教师：

教师：小朋友今天你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来了，
要带你们去买玩具，好吗?

“开汽车，嘀嘀嘀嘀出发了!”

二、学习句式：“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我要买……”，

1、师：“玩具店到了!“(揭开货架上的布)

提问：



(1)谁能告诉我货架上有些什么玩具?

(2)你喜欢哪一个玩具?

(3)如果你想买小兔子，该怎么跟老师说?

(教师示范)

2、请个别幼儿示范练习。

3、分批请家长上货架前，做售货员。

请对应的幼儿上来按需要分别挑选玩具，一个个跟妈妈(爸爸、
爷爷、奶奶)说：“xx我要买……”。

4、幼儿带上买好的玩具和家长到户外去玩。

5、请幼儿说一说你是怎么玩的?

学说：“我和xx开汽车、我和xx拍皮球……”。

活动反思：

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的语
言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为幼儿创设
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人、同伴
交流，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幼儿
的语言学习应在生活情境和阅读活动中引导幼儿自然而然地
产生对文字的兴趣。

幼儿园安全教育铅笔不能咬教案篇五

设计意图：



遵循幼儿教育“玩中学，学中玩”的教育理念，根据幼儿的
年龄特点及兴趣需要我选择以玩具来贯穿本次活动。玩具是
幼儿非常喜欢、熟悉的物品，直观形象，幼儿又乐于操作。
将数学抽象的分类概念通过玩具变得形象、具体。

活动目标：

1、让幼儿认识各种玩具，感受玩具带来的乐趣。

2、根据图标将相同名称的玩具摆放在一起，初步感知物体的
共同属性，尝试将玩具进行分类。

3、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4、培养幼儿有礼貌、爱劳动的品质。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手指游戏。集中幼儿注意力，让幼儿感受活动氛围。

二、情景表演：小兔送礼物，认识各种玩具。

1、好朋友来电话了，教师接电话：“喂，你好，什么？你要
给我们小二班能干的宝宝送礼物啊？・・・・・・好，谢谢，
再见！”手机铃声、打电话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及好奇心，也
给幼儿带来一种真实感。

2、小兔出场，送礼物―玩具。

这个环节主要是激发幼儿的兴趣，体验收到礼物的快乐心情
及培养幼儿学会友好、懂礼貌的习惯，渗透了语言领域及常
规教学。遵循幼儿教育“玩中学，学中玩”的教育理念，根
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兴趣需要我选择以玩具来贯穿本次活动。



玩具是幼儿非常喜欢、熟悉的物品，直观形象，幼儿又乐于
操作。将数学抽象的分类概念通过玩具变得形象、具体。

3、揭示礼盒秘密，认识各种玩具。

师：“小兔送来了几盒礼物啊？”“来；自。屈；老师；教。
案；出”“这三个漂亮的盒子里面放的是什么礼物呢？我们
一起来看看吧！”为了激发幼儿的兴趣，我将三个大小不一
的礼盒装饰的非常美观、漂亮。既要发展感知觉又要培养幼
儿的观察力，思考探索能力，所以我特意设计第一个盒子里
放布娃娃，通过触摸觉让幼儿具体感受并说软软的“，同时
也让幼儿产生探究事物的兴趣及想像力。而第二个盒子我是
请幼儿直燥，注意力很集中，兴趣浓厚。

4、小结：三种玩具，三个盒子，同一种玩具都是放在同一个
盒子里。为后面的`玩具分类作铺垫。

三、游戏：玩具好朋友。请幼儿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做
好朋友，玩耍。这个环节充分尊重幼儿的自主性，满足了幼
儿的兴趣需要，贯穿了”幼儿是活动的主体，在游戏中学习，
在学习中玩耍“的理念。

四、送玩具宝宝回家

1、教师边伸懒腰边说：”啊！好累啊！我们的玩具宝宝有点
累了想回家休息了，请你们根据标记卡找到玩具朋友的家并
送回去，好吗？“整个活动过程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将生
硬的直接教变为幼儿自主的发现式学习，知道玩具玩过之后
要收拾整理，让幼儿了解拿过的东西用过之后要放回原处。

2、检查并小结：”今天，小朋友真能干，将玩具宝宝都送回
了他们的家。玩具宝宝希望你们以后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
家里也要学会自己收拾，好吗？你看爸爸妈妈每天早上送我
们来园，到下午，也要把我们接回家里，是不是？"抓住新生



幼儿对家的依恋，体验自身感受，从而激发提升幼儿学会收
拾，整理物品的良好习惯。

活动反思：

整个活动的设计是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兴趣需要为出发点，
以幼儿为主体。教师教态自然亲切、语言精练、主题突出、
目标明确、流程清晰连贯、过渡自然。整个活动过程不管是
幼儿还是教师都沉浸在快乐中是活动的成功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