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安全教案及反思 幼儿
园大班安全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
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大班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一

1、让幼儿知道地面湿滑时，不能跑。

2、让幼儿了解摔倒的.危害。

3、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

让幼儿知道地面湿滑不能跑。

一、开始部分

故事引入(关于路面湿滑，幼儿摔打)

二、中间部分

讨论摔倒的坏处

三、结束部分

教师总结摔倒的危害，提醒幼儿地面湿滑不跑。

幼儿园大班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二

1、通过借故事《好饿的小蛇》》让幼儿了解狼吞虎咽吃东西



的危险性，养成细细嚼慢慢咽的好习惯。

2、培养幼儿吃东西时专心，不玩闹的良好进餐习惯。

ppt课件

（一）导入活动

师：小朋友，这些食物大家都认识吗？都有些什么食物呢？

师：你们喜欢这些食物吗？

师：有一条小蛇也很喜欢这些水果，一起来看看它是怎样吃
东西的？

（二）了解狼吞虎咽的危险性

观看《好饿的小蛇》视频故事

师：小朋友，你们来说说小蛇是怎样吃东西的？

师：第六天，小蛇扭来扭去散步的时候看见棵红苹果树，它
做了什么？

师：小朋友，你们觉得小蛇这样吃东西安全吗？

师小结：如果在食用食物时，狼吞虎咽的吃，很容易呛在食
道里，严重的会窒息，危害小朋友的生命。

（三）判断行为

师：小朋友，你们说说看怎样吃东西才安全呢？

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吃东西的行为看看对不对？



图一：边走边狼吞虎咽（叉叉）

图二：吃东西的时候追逐打闹（叉叉）

图三：专心吃饭（勾勾）

图四：没有成人的监督下吃果冻（叉叉）

师：为什么图一、图二和图三都是不对的行为呢？

师小结：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不能打闹玩笑、要细细嚼慢
慢咽、不狼吞虎咽。果冻要用勺子吃，不要吸食同时要有大
人在身边。因为这些食物比较的细小，如果狼吞虎咽的吃容
易卡在喉咙里或者呛在食道里。

总结安全小儿歌：

小朋友要注意，

吃东西时要专心，

不跑不玩笑，

细细嚼慢慢咽，

安全意识要牢记。

延伸活动：

现在请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食物，记住要细细嚼慢慢咽。

幼儿园大班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三

紧急电话的用途



1、知道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及其作用。

2、了解使用这些特殊的电话号码的具体情况。

3、具备初步的自救意识。

活动准备：

1、写有"110"、"119"、"120"、"114"等电话号码的图片。

2、画有警察和警车、医生与救护车、消防队员与消防车的图
片若干，电话或手机1部。

3、幼儿用书：《紧急电话》。

一、教师通过提问创设情境，引起幼儿兴趣。

请幼儿现场打电话给家里熟悉的人。

教师：有一些特殊的电话号码，它们是很有用的，你们知道
有哪些吗？（幼儿自由讲述）

二、教师指导幼儿认识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知道它们的用
途及其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教师出示写有"110"的图片，引导幼儿认识。

依次出示"120"、"119"等电话号码的图片，指导幼儿了解它
们的作用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及其活动，并知道这些人员的
活动与人们关系。

请幼儿看幼儿用书进一步了解几种特殊的电话号码。

三、游戏"怎么办，做什么"。



教师：现在我们来玩个游戏，看谁说得好。这儿有一些图片，
我们看看图片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打什么电话帮助他
们解决呢？谁出现了？他们来做什么？（游戏可进行多次）

幼儿分别扮演需要帮助的人及警察、医生、接线员等，进一
步熟悉几种特殊电话号码及其相关人员的活动。

幼儿园大班安全教案及反思篇四

1、通过游戏，让幼儿初步懂得遇上火灾时一些自救的.方法。

2、培养幼儿动作灵敏性，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小水桶两个、小毛巾人手一块、垫子连两张、“浓烟圈”四
个、“火柱”六根、电话机两台、报警器。

1、幼儿分成两组，每人拿一小毛巾站好。

2、游戏开始：

火灾警报响起，小朋友齐念儿歌：楼房里、起大火，火焰熊
熊烟雾多。

师：小朋友、别慌张，动动脑筋冲出来。

念完后，排头第一个小朋友将毛巾放进桶里“弄湿’’，将
水桶翻倒“淋湿全身，一手用毛巾捂住鼻子，低下身体先绕
跑过“浓烟区”、钻爬过“火区”、然后横躺在“沙地”滚
动将身上的“火苗”熄灭，最后跑到“电话亭”拨“119”报
警。后面的小朋友依次进行。

1、全体幼儿必需做完“湿”毛巾、“淋湿”全身后方可进行
下一个动作。

2、在绕跑“浓烟区”和钻爬“火区”时，必须用毛巾捂住鼻，



而且要将身体低下。

幼儿园大班安全教案及反思篇五

幼儿在玩耍和走路时有时会不小心掉到深土坑、深沟里去。
有的幼儿遇到这种事常常是惊慌大哭，不知道怎么办，嚎啕
大哭不仅耗费力气，而且会使脑子发呆，想不出好办法去救
自己了。一惊一累常常会使幼儿昏过去，如果这时没有人来
救，那就危险了。当然，有的幼儿遇到这种危险就不是这样。
他（她）先是让自己不慌不怕，然后动动手脚看看摔伤没有；
如果不是很痛，自己还能爬动时他就仔细看看周围和上面，
寻找能爬上去的地方，一旦找着，就努力爬上去。如果实在
没有爬上去的地方，也不要着急，而应大声呼救。这样，幼
儿往往容易得救，而且能通过这不幸的事变得遇危险不慌、
勇敢、自信，变得更聪明。

建议

（1）在体育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应注意培养幼儿沉着勇敢、
坚强的优良品德和心理调控能力。

（2）组织幼儿在户外或野外活动时，要教育他们注意观察周
围地形，预防发生危险。

有个小朋友星期天和爸爸、妈妈去逛公园，因为贪看小摊上
的.玩具和父母走散了。他吓坏了，大声哭叫，不知怎么办？
这时他应该怎么办？现在先来听听亮亮和宁宁的经验：“一
次我们和老师、小朋友一起到公园散步。那天游人好多，一
不小心，我们俩被挤掉了队，找不到老师和别的小朋友了！
我们俩急得哭起来。这时，来了个陌生人对我们说：“我认
识你们的老师，我带你们找她去！”我俩想起老师平常告诉
我们，不要跟陌生人走，我们互相看了看，就对他说：“谢
谢叔叔，公园售货员阿姨认识我们幼儿园，我们请她带我们
回去。我俩紧拉着手去找货亭里的售货员阿姨。她热心地打



电话告诉我们老师，来接我们。我们谢谢售货员阿姨。老师
表扬我们遇到危险不慌，不轻信陌生人，但很有礼貌。”

建议

（1）平时应教育幼儿，集体外出时要跟着伙伴走，不离开老
师和班集体。和父母外出时不要离开他们。

（2）帮助幼儿记住自己家庭和幼儿园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3）教育幼儿，和大人失散时要找警察叔叔、售票员或商店
售货员，不要轻信陌生人，更不要随便跟他们走。

鼻子出血时，幼儿一般会慌张，甚至会吓得大哭。但是，如
果一哭，往往血会流得更多。根据保健常识知道：鼻子流血
时，应该坐下或躺下，头略低，拿手绢用力捏住鼻翼，张口
呼吸。血止住后，暂时不要剧烈地跑跳，避免再出血。

建议

（1）可利用游戏帮助幼儿掌握止鼻血的方法，提高自我保护
意识。

（2）幼儿鼻子出血时，教师不可慌张着急，要沉着地帮助止
血，同时用轻柔的声音安慰他：“不要怕，一会儿就不流
了！”这时要教育周围的幼儿：“要关心他，帮助他止血，
但不要慌张，发现有幼儿流鼻血时，要赶快告诉老师。”

（3）在户外体育活动中，特别是做剧烈的跑跳活动时，要注
意环境的安全和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4）教育幼儿不挖鼻孔，不偏食。平时多吃青菜，不挑食。

有些幼儿爱把小纸团、豆粒、花生米和小石子这些小东西往
鼻孔或耳朵里塞，或在吃东西时不小心食物卡在喉咙口。遇



到这些情况时不要慌张，但不能不在意。如果小东西刚塞入
鼻孔时，不要用手抠挖，因为越抠，小东西会越往里钻。可
以用手压住没有塞进东西的那一个鼻孔用力擤，这时小东西
可能就会擤出。如果擤不出，就要赶快找医生。如果塞进耳
内可以把头歪向塞有异物的一边，连续单脚跳。小东西往往
会掉出。如果掉不出还得找医生。喉咙卡住东西或小东西被
吸进气管，要赶紧请医生，或马上送往医院。

建议

（1）加强对幼儿玩小玩具的常规培养。

（2）做好保护耳、鼻、喉的教育，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与自
我保护能力。

（3）帮助幼儿掌握排除耳、鼻内异物的方法与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