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躲开危险教案反思与评价(精
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小班躲开危险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一

活动目标：

1、知道生活中有许多尖利的东西，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2、了解一些避免尖利物品伤害身体的方法。

3、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各种尖利的物品，如：笔、剪刀、树枝、筷子等。

活动过程：

1、教师讲述故事《小猴哭了》

2、教师出示带有尖头的笔，引导幼儿讨论。

教师：“为什么这样的笔碰到小猴的眼睛里，它会大哭？”
（笔有一个尖尖的笔头，戳在我们的身体上会觉得痛。有时
尖尖的东西戳破我们的身体，导致流血。尖利的东西对眼睛



的伤害特别大。）

1、讨论：你们还见过哪些东西是尖尖的？

尖利的东西有很多，如各种刀、树枝的尖头、筷子等，幼儿
每讲一件物品教师就拿一样，放在幼儿面前。

2、观看表演，比较不同行为的性质。

请幼儿观看表演，组织幼儿讨论：怎样做才不会让自己受伤
害？

（1） 小兔子用画画的笔在别人的脸上点墨水。

（2） 小猴在玩树枝。

（3） 小兔子一边望着窗外，一边在用剪刀剪纸。

（4） 小鹅用筷子对着老师的眼睛说话。

3、教师小结。

教师：首先要用正确的方法使用这些物品；其次不要拿尖利
的物品和同伴哄闹、玩耍；第三，当周围有同伴在这样哄闹
时要提醒他们，并躲开他们。

小百科：躲开，指避开；回避；使离去。

小班躲开危险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二

活动目标：

让幼儿知道，哪些地方是不安全的，易发生危险；教育幼儿
远离危险的`地方；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活动准备：

绘画纸和笔；搜集一些安全教育事例。

活动过程：

1、向幼儿介绍一些有关幼儿到不安全的地方游玩，发生伤害
的事例，引起幼儿对安全问题的关心。

2、组织幼儿互相交流，共同讨论，总结出哪些地方容易发生
危险。

3、教师将结果画出来，贴在本班活动室内，或装订成册，放
在图书角供幼儿随时观看。

4、寻找本班或本园存在危险的地方，贴上标签，提醒大家注
意。

5、建议：宣传不宜过分，不要使幼儿感到任何地方都是不安
全的。

小班躲开危险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生活中有许多尖利的东西，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2、了解一些避免尖利物品伤害身体的方法。

3、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活动准备：

各种尖利的物品，如：笔、剪刀、树枝、筷子等。

活动过程：

一、教师讲述故事《小猴哭了》

二、教师出示带有尖头的笔，引导幼儿讨论。

教师：“为什么这样的`笔碰到小猴的眼睛里，它会大
哭?”(笔有一个尖尖的笔头，戳在我们的身体上会觉得痛。
有时尖尖的东西戳破我们的身体，导致流血。尖利的东西对
眼睛的伤害特别大。)

三、讨论：你们还见过哪些东西是尖尖的?

尖利的东西有很多，如各种刀、树枝的尖头、筷子等，幼儿
每讲一件物品教师就拿一样，放在幼儿面前。

四、观看表演，比较不同行为的性质。

请幼儿观看表演，组织幼儿讨论：怎样做才不会让自己受伤
害?

1、小兔子用画画的笔在别人的脸上点墨水。

2、小猴在玩树枝。

3、小兔子一边望着窗外，一边在用剪刀剪纸。



4、小鹅用筷子对着老师的眼睛说话。

五、教师小结。

教师：首先要用正确的方法使用这些物品;其次不要拿尖利的
物品和同伴哄闹、玩耍;当周围有同伴在这样哄闹时要提醒他
们，并躲开他们。

小班躲开危险教案反思与评价篇四

1、知道生活中有许多尖利的东西，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2、了解一些避免尖利物品伤害身体的方法。

3、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4、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1、各种尖利的物品，如笔、剪刀、树枝、筷子等。

2、手偶若干

1、教师讲故事《小猴哭了》。

2、教师出示带有尖头的笔，引导幼儿讨论。

教师：为什么这样的笔碰到小猴的眼睛里，它会大哭？（笔
有一个尖尖的笔头，戳在我们的身体上会觉得痛。有时尖尖
的东西会戳破我们的身体，导致流血。尖利的东西对眼睛的
伤害特别大。）

3、讨论：你们还见过哪些东西是尖尖的？

尖利的东西有很多，如各种刀、树枝的尖头、筷子等，幼儿
每讲一物品教师就拿出一样，放在幼儿的面前。



4、观看手偶表演，比较不同行为的性质。

请幼儿观看手偶表演，每段表演后分别让幼儿讨论：怎样做
才不会让自己受伤害？

情境一：小兔子用画画的笔（笔是细长的）在别人脸上点墨
水。

情境二：小猴在耍弄树枝。

情境三：小兔子一边望着窗外，一边在用剪刀剪纸。

情境四：小鸭用筷子对着老师的眼睛在说话。

5、教师小结教师：首先要用正确的方法使用这些物品；其次
不要拿尖利的物品和同伴哄闹、玩耍；第三，当周围有同伴
在这样哄闹时要提醒他们、并躲开他们活动建议：

幼儿的日常活动中，在幼儿使用这些尖利的物品前，特别提
醒幼儿注意使用的安全性。

提醒家长密切关注幼儿在家的游戏活动，检查家里是否有不
安全的因素，避免这些不安全的因素对幼儿造成伤害。

总的来说，整个活动是成功的，由浅入深，从感知到体验，
使原有经验与新经验之间建立有机联系，让幼儿在互动式、
探究式的教育活动中，自主地、能动地学习，使幼儿从中学
会正确分析情况，避免伤害，遇到紧急情况时会求援，这样，
才能使幼儿更好地掌握自我保护知识。当然也存在不足之处，
在教学中有时出现幼儿的课堂常规稍差，有待加强培养、训
练。



小班躲开危险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五

1、通过观察画面和讨论活动，知道小朋友爬高是很危险的道
理。

2、愿意用“帮帮我，我要……。”的简单句型请求他人帮助，
感知得到满足的快乐。

幼儿用书，糖果玩具等放在高处的柜子上。

1、幼儿看图，了解画面上人物的行为。

师：图上有谁?小朋友在做什么?

2、引导幼儿看图讨论，知道爬高的危害。

师：小男孩想要什么?他是怎样做的?摔倒了会怎样?

师：小女孩想要什么?她拿不到，喊谁帮忙?宝宝兴奋吗?

3、自己的`生活经验，知道爬高的危害。

师：小朋友你有没有摔交?你是怎样摔交的?感觉怎样样?

鼓励幼儿大胆发表自己的想法。

4、情形表演，引导幼儿演示请求他人帮助的语言情形。

师：小朋友，看一看柜子上有什么?你想要吗?

引导幼儿说说：老师帮帮我，我要拿玩具。然后大家一起说
一说，将玩具拿给小朋友。

可以请个别幼儿上来拿，尝试够不着，鼓励有一起请求：老
师帮帮我，我要糖果。



师：好呀，我来帮助你们。教师将糖果拿下来一个一个发给
孩子，鼓励幼儿说谢谢。最后让幼儿品味甜甜的糖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