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防骗教案幼儿园中班多篇文章 防
骗教案幼儿园中班多篇(大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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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骗教案幼儿园中班多篇文章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提高小朋友的安全意识，

2、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被拐骗及走失案例，引起孩子对防拐骗
防走失的重视。

3、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走失知识和走失被拐骗后的自我
解救方法。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活动准备：

1、关于防拐骗走失的ppt课件，情景视频。

2、请客人老师扮演陌生人。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



1、教师组织幼儿去超市，走到超市门口时，教师假装接电话
说有事离开一会。并叮嘱幼儿不要乱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客人老师拿着糖果贴纸玩具，充当陌生人过来假装问路说，
哎!小朋友，你们知道新宏幼儿园在哪吗?如果孩子用手指方
向老师只给陌生人，那么陌生人要请求孩子帮忙带路，把陌
生人送到新宏幼儿园。

3、另一位客人老师将拐骗演练情景录成视频作为案例放到课
上讲解。

二、结合视频，讲述走失及被拐骗的事例

三、结合图片，向幼儿介绍防拐骗防走失知识。

四、幼儿分享自己经历过的走失经历及处理办法。

五、小结

告诉孩子记住家庭住址，父母工作单位的全称以及电话号码
要记住，要告诉孩子因迷了路和或被拐骗、被绑架时，应找
警察或拨打110电话。

防骗教案幼儿园中班多篇文章篇二

教学目标：

1.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被拐骗案例、引起同学们对防拐骗防诱
拐的重视。

2.通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诱
拐知识和被拐骗后的自我解救方法。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讲事例组织学生讨论

时间安排：一节课

课前准备：

1.让同学们收集有关被拐骗方面的新闻。

2.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诱拐知识。

3.了解一些被拐骗后的自我解救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学生自由发言，陈述所搜集到的被拐骗被诱拐的事例。

2.呈现主题。

(二)被拐骗被诱拐的事例

1)柴伟是郑州市民，一个月前他16岁的儿子在郑州火车站附
近突然走失，经过多方打听，柴伟得知儿子被人贩子卖到了
山西黑窑场做了苦工。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另外
五家和他一样丢失孩子的家长，几位家长开始联合在山西黑
窑场寻找孩子。在将近两个月的寻找过程中，他们只找到了
一家丢失的孩子，却解救了另外50多名素不相识的童工。这
三个孩子，都是刚从山西被解救出来的。

2)今年3月的一天，18岁的北京女孩小静(化名)在太原被网友
骗了财物。怕被父母骂，她想打工挣回家路费。这个时候，
她认识了吕梁男子郭兰军。郭兰军花言巧语将其骗到了他的
老家———吕梁山区一个山村，并强迫小静做了他的媳妇。
从此，小静开始了她噩梦般的135天。近日，记者从北京警方



获悉，9月19日，小静被北京警方解救。她安全了，但至今那
些非人的生活仍在梦里折磨她。小静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很多
变化。她希望她的经历能够警醒那些上网聊天的女孩，不要
轻信网友。

活动过程：

系列活动一：“防拐防骗”安全演练

1、年级组发动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专门请平时不怎么来接
送幼儿的家长来幼儿园充当“骗子”，利用诱人的美食，新
颖的玩具去“诱拐”孩子们。

小结：从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孩子经不起诱惑，乖乖地
跟着“骗子”走，这说明部分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比较淡
薄的。

2、老师们利用照片和录像等形式记录下活动的过程，然后根
据活动的具体情况，各班再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拐防骗的教育
活动，如：“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了怎么办”、“出门旅游
或逛超市时与大人走散了怎么办”、“路上有陌生人跟着你
怎么办”、及“怎样拨打报警电话”等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问
题及应对方案。

系列活动二：举行“防拐防骗”家长座谈会

活动结束后，班级老师与所有的幼儿家长进行了交流和总结。
通过这次的.演练活动，帮助幼儿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
处的方法，让孩子知道如何应变可能遇到的危险。知道仅仅
告诉幼儿“不接受陌生人的糖果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向孩子描述可能遇到的情况，然后指导孩
子如何去做。家长们更要提高警惕防范，在大忙季节更要关
注孩子，让孩子随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入园时要将孩子送到
班级老师的手里才能离园，家长委托别人接孩子，不仅要带



好接送卡，还要事先给班级教师打电话预先告知。

反思：

这次“防拐防骗”的安全系列活动，不管是对教师、家长还
是对幼儿都是一次特殊的经历，更起到了警醒和呼吁的作用。
安全教育需要幼儿园、家庭共同努力，在引导孩子们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的同时，教师及家长也应提高防范意识，将安全
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自我安全保护意识和辨别
是非的能力，培养幼儿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能力和处理问题
能力，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防骗教案幼儿园中班多篇文章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跟陌生人走。

2.有初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准备：

防拐骗模拟演练，绘本《不跟陌生人走》。

过程：

1.情境演练：

区域活动时间，幼儿进行区域活动，陌生人(其他班级的家
长)来班级走到任意小朋友面前进行拐骗。

(1)我是新老师，今天我要请你们到外面去抓小蝌蚪，你们去
吗?



(2)我是你妈妈的同事，妈妈请我来接你去她单位。

(3)你们卢老师今天请假，我带你们到外面去玩，你们去吗?

(4)小朋友，我请你吃糖，你和我一起到外面去找妈妈。

2.讨论：

(1)这个阿姨是谁?你认识她吗?

(2)不认识的人，我们能跟她走吗?

(3)绘本：《不跟陌生人走》

防骗教案幼儿园中班多篇文章篇四

活动地点：滑滑梯

活动准备：视频、隔壁班级陌生家长2名

活动过程：

一、播放视频

1.在观看视频中，你看到了什么?

2.引导幼儿谈论，能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会怎么样?那应该怎
么做?

3.师小结。

二、情景演练

场景一：一个“陌生人”手拿遥控飞机，利用教师指导盲点，
对部分幼儿进行诱骗。场景二：一名“拐骗者”拎着旅游包，



以去公园玩、家长在外等为借口，把一名幼儿进行拐骗。

三、讲解应对方法

1.如果有陌生人给你糖吃，怎么办?

2.在妈妈与别人说话时，你被其他的东西吸引，走丢了，怎
么办?

3.如果有陌生人问你的家在哪，一直跟着你走，怎么办?

4.爸爸妈妈不在家时。有陌生人要你开门，怎么办?

播放关于拐骗的案例视频，提高小朋友们防拐防骗的防范意
识，小朋友们看的非常认真并对案例上的被拐卖儿童感到伤
心。最后讲解防拐骗的安全知识，并引导孩子们积极表达自
己对拐骗的看法和如何防拐防骗。

防骗教案幼儿园中班多篇文章篇五

活动地点：各班活动室、大操场

活动对象：中班幼儿

活动目标：

暑期即将来临，为了进一步提高家长及幼儿的安全警觉性，
增强幼儿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我们中班年级组
于6月21日开展了“防骗防拐”安全教育的系列活动。

活动过程：

系列活动一：“防拐防骗”安全演练

1、年级组发动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专门请平时不怎么来接



送幼儿的家长来幼儿园充当“骗子”，利用诱人的美食，新
颖的玩具去“诱拐”孩子们。

小结：从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孩子经不起诱惑，乖乖地
跟着“骗子”走，这说明部分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比较淡
薄的。

2、老师们利用照片和录像等形式记录下活动的过程，然后根
据活动的具体情况，各班再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拐防骗的教育
活动，如：“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了怎么办”、“出门旅游
或逛超市时与大人走散了怎么办”、“路上有陌生人跟着你
怎么办”、及“怎样拨打报警电话”等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问
题及应对方案。

系列活动二：举行“防拐防骗”家长座谈会

活动结束后，班级老师与所有的幼儿家长进行了交流和总结。
通过这次的`演练活动，帮助幼儿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
处的方法，让孩子知道如何应变可能遇到的危险。知道仅仅
告诉幼儿“不接受陌生人的糖果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向孩子描述可能遇到的情况，然后指导孩
子如何去做。家长们更要提高警惕防范，在大忙季节更要关
注孩子，让孩子随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入园时要将孩子送到
班级老师的手里才能离园，家长委托别人接孩子，不仅要带
好接送卡，还要事先给班级教师打电话预先告知。

反思：

这次“防拐防骗”的安全系列活动，不管是对教师、家长还
是对幼儿都是一次特殊的经历，更起到了警醒和呼吁的作用。
安全教育需要幼儿园、家庭共同努力，在引导孩子们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的同时，教师及家长也应提高防范意识，将安全
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自我安全保护意识和辨别
是非的能力，培养幼儿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能力和处理问题



能力，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