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大领域安全教案大班下学期 五大领域
教案大班(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
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五大领域安全教案大班下学期篇一

1、知道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体验民族节日的快乐。

2、喜欢民族节日，了解简单的节日风俗和有关的民间传说。

3、知道吃月饼的意义，体会分享的愉快。

［活动准备］

1、每一个孩子准备一块月饼，并请家长告诉孩子月饼的品名。

2、民间故事《嫦娥奔月》《月亮姑娘做衣裳》

［活动过程］

1、通过讨论月亮的变化，让孩子们知道农历的八月十五是中
秋节，是我们国家的民间节日。出示投影片或挂图：中秋节
夜景图，引导幼儿描述自己观察到的月亮，教师根据幼儿的
描述分别出示四张不同形状的月亮投影片或图片，启发幼儿
想象，月亮像什么?(如：像弯弯的小船、像一块西瓜、像咬
了一口的月饼、像圆镜子等。)

2、介绍中秋节的来历，让孩子们知道中秋节又叫团圆节。
（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晚上月亮特别圆、



特别亮。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中秋节这一天，圆圆的月亮
挂在天上，一家人一边看月亮，一边吃月饼，也可以玩花灯、
放焰火，一家人团团圆圆，真快乐，所以把中秋节叫做团圆
节。又香又甜的月饼也被人们做成圆圆的，像月亮一
样，“月饼”古代也被人们叫做“团圆饼”，中秋节是我们
中国的传统节日。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粮食丰收了，水果
丰收了，所以中秋节也叫丰收节。）

3、教师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播放录音：《月光曲》或
《月夜》二胡曲)。

4、观察月饼，通过分享月饼体验节日的快乐。

a、月饼有很多种，谁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月饼？——引导孩子
们从形状、颜色、味道来介绍。

b、月饼为什么是圆的呢？

c、老师小结。

d、分享月饼。

五大领域安全教案大班下学期篇二

1、锻炼幼儿的投掷能力。

2、激发幼儿兴趣，使幼儿在愉快的氛围中积极主动的去进行
活动。

3、大胆说出自己的理解。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怪兽图片(四个小的，二个大的，大怪兽身上挂满铃铛，并根



据大小分别固定在木板上或移动黑板上)。

一、准备活动(带领幼儿到户外的场地)导语：小朋友，你们
喜欢奥特曼吗?为什么?(保护地球……)

1、游戏：看谁像个奥特曼。

方法：幼儿跟在教师后面，边走边说：“看谁像个奥特曼”，
当说到“曼”字时，教师突然扭头，同时，幼儿要摆一个奥
特曼姿势不动。

2、大家一起来运动。

(1)教师做动作，幼儿猜猜在干什么，如拍、投、击、打、踢、
游……

(2)大家来运动，师生边做边喊：

一、二、三、四，用力“拍”;

一、二、三、四，用力“投”;

一、二、三、四，用力“打”;

一、二、三、四，用力“跑”。

二、进入角色，学习本领

师：大家都这么喜欢奥特曼，小朋友想不想成为奥特曼战
士?(激发幼儿兴趣)，奥特曼战士机智勇猛，而且要听从指挥，
服从命令。大家能不能做到?(能)奥特曼战士呈两列纵队集合。

1、出示小流星球。

2、传球：两队排头拿球往后传到最后，得到以后说：“有了。



”直到人手一个。

3、看看谁的玩法多。

(1)幼儿在场地上四面散开，注意避免流星球互相缠绕或砸到
别人。

(2)鼓励幼儿想出好的玩法，并互相模仿(用脚踢、放头上当
辫子甩动、向上抛接)(3)奥特曼加力：手拿绳子一端，敲击
身体各个部位。边敲边说：

“腿部加力，咚，咚，咚”，

“腰部加力，咚，咚，咚”，

“背部加力，咚，咚，咚”，

4、学投掷。

师：奥特曼战士浑身充满了力量，我们来学习新的.本领――
投掷。

(1)教师示范，分析要领：右手拿球，手放肩上，双腿微屈，
瞄准目标，用力往前抛。

(2)幼儿自由练习，教师个别辅导。

三、击打怪兽，消灭敌人

(配班教师悄悄地将四个小怪兽摆至场地一端)

1、击打怪兽师：不好!看前面出现怪兽，快，奥特曼战士呈
四列纵队集合。

师：四组战士用流星球击打与你组相对应的怪兽，投完以后



站到队尾。

活动开始，放奥特曼音乐。

2、放松活动幼儿手拿绳子一端，将球下垂地面，边走边
说：“加力，加力，加力。”

3、消灭大怪兽

(1)观察怪兽，分析要害(挂铃铛部分)

(2)呈两列纵队，要求击中要害。

(3)(放音乐)幼儿逐个击打，当铃铛响起，该幼儿本组得一枚
红点。

(4)怪兽被打倒，幼儿欢呼。

四、放松活动

1、用流星球敲打身体四肢(歌曲《幸福拍手歌》)

2、安全教育：流星球是用来消灭坏人的，因此，大家在玩的
时候，不能随便咂人，砸玻璃，击伤小朋友，要注意安全。

本活动气氛热烈，充分调动了孩子的主动性、积极性。幼儿
在愉快的情围中积极主动地参与户外活动，打破传统的体育
教学形式，使孩子在自由宽松的氛围中，体验游戏活动的快
乐。如果将活动中的怪兽做得更立体、更形象，效果会更好。

五大领域安全教案大班下学期篇三

1.喜欢操作、摆弄手电筒，能想办法让手电筒亮起来。

2.认识电池的正负两极，了解电池正负极相连可以使手电筒



亮起来的道理。

手电筒及干电池若干，彩笔若干，记录表每人一张。

1.提供电池和手电筒让幼儿进行组装。

(1)提供各式各样的手电筒和电池，请幼儿观察了解手电筒和
电池的多样性。

(2)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电池，认识电池的正极和负极。

(3)请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手电筒以及和手电筒相匹配的电池，
探索如何组装能使手电筒亮起来。

(4)请安装成功的幼儿操作演示，知道正负极相连可以使手电
筒亮起来。

2.请幼儿用组装好的手电筒进行探究小实验。

(1)请幼儿把手电筒放在水彩笔一侧约10厘米的地方，逐渐改
变手电筒与水彩笔的角度，观察影子长短的变化。了解手电
筒与水彩笔的角度越小，影子越长;手电筒与水彩笔的角度越
大，影子越短的现象。

(2)请幼儿将自己探究的结果记录在表上。

3.关掉活动室的照明灯，拉上窗帘，请幼儿用手电筒自由照
射，感受关的直线传播和光与影子的关系。

1.阅读幼儿学习资源，了解各种电器中常见的电池。

设计背景

秋季，许多树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是孩子们日常生活
常见的，活动“常绿树和落叶树”不仅符合季节特征，而且



来源于幼儿的生活。《刚要》中指出内容的选择应来源于幼
儿的生活，又有利于拓展幼儿的视野和经验，大班幼儿对周
围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能初步运用感官动
手动脑探究问题。他们在生活中已经观察到了有的树回落叶，
有的树一年四季常青，却不知道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幼儿的
经验是浅显的、零碎的，因此，通过此活动，帮助幼儿提升
应验。

五大领域安全教案大班下学期篇四

1、让幼儿感知空气的存在，发现空气无处不在，并能用语言
清楚的表达自己的发现。

2、培养幼儿对科学小实验的兴趣，提高动手动脑能力。

3、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每桌一盆清水;手帕、玻璃杯、塑料袋、气球等活动过程：

一、激发兴趣

1、老师出示吹好的气球，提问：“小朋友，气球娃娃来找你
们玩来了，大家快跟它打个招呼吧!

2、气球爆炸为什么会有响声?

3、引导幼儿说出气球里是空气，老师“空气从哪里来?我们
去找空气好不好?二、找空气

1、请幼儿按自己想的用塑料袋去教室的各个地方找空气



2、请幼儿互相介绍自己是在哪找到空气的，说一说“你在哪
儿找到了空气”。

三、尝试活动

1、幼儿自由尝试通过什么方法手帕放入水中让不会浸湿?

2、讨论：为什么把手帕不会湿

3、老师小结什么?

2.知道国旗、国徽是祖国的标志。

3.拓展经验，感知多种代表国家的标志。

4.激发幼儿做中国娃的'自豪感，有为国争光的愿望。

b.鼓励小朋友好好学习，长大为国争光!

活动建议：

1.可在餐前带领幼儿仔细认识国旗、国徽等，进一步理解它
们的具体意义。(红色、五颗星等代表什么)

2.利用晨间谈话十分钟，开展“早间新闻”活动，为幼儿提
供讲述新闻的机会，并在近期有意识地引导幼儿注意收
集“为国争光的人们”新闻报导。

3.开展授旗、升旗活动，鼓励幼儿争做光荣的小升旗手。

1.能运用已有经验，概括讲述自己知道的代表中国的标志。

2.尊敬国旗，有做小升旗手的积极愿望。

活动反思：



通过对五星红旗外表的观察了解五星红旗，在找找认认中进
一步认识国旗，了解升五星红旗时奏国歌意义，在模拟行国
旗时的动作进一步了解国旗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进一步体会
国旗代表国家的含义。

五大领域安全教案大班下学期篇五

1、让幼儿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教幼儿学习正确使用剪刀、筷、笔、游戏棒等物品的方法，
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3、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4、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剪刀、筷、笔、游戏棒等物品。

一.教师介绍一些尖利物品的名称、形状及用途

幼儿：老师手里拿着剪刀、铅笔还有我们吃饭用的筷子。

幼儿：老师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玻璃也危险的，也会弄伤
手的。

幼儿：剪刀用来剪东西;铅笔用来写字;筷子是用来吃饭的。

教师：回答问题简单明了，表扬承博源。

小结：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许多方便。它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二 让幼儿根据切身体会谈谈尖利物品使用不当时，对人造成
的伤害



教师：你们有没有被尖利的物品划伤过、割破过?为什么会弄
伤?怎么处理的?

幼儿：老师，我和姐姐玩游戏的时候被砖头的尖角划伤过，
当时流血了，是妈妈帮我包扎的。

幼儿：我被玻璃划伤过，因为杯子碎了。

教师：看来小朋友会因为不小心，曾经被尖利的物品划伤过，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千万别慌张，要找家长，让家长帮
我们把伤口清洗、消毒、包扎。

小结：看来，我们生活中的好朋友也有生气的时候，所以我
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正确使用，避免受到伤害。

三 讨论

教师：如何正确使用尖利物品，保护自己或别人不受到伤害?

(以小组为单位，派代表起来讲一讲)

幼儿：剪刀的头不能对准自己和别人，剪的时候不要剪到手
上，小刀也不能划在手上。

幼儿：不能把铅笔尖的地方碰到眼睛，也不能碰到其他小朋
友的眼睛。

幼儿：筷子也不能碰到别人。

教师：三位代表讲的都正确，我们要付诸行动，保护好自己
和其他小朋友。

四 评一评

请幼儿演示如何正确使用,其他幼儿看看他的方法是否正确、



安全

(请三位幼儿上台演示剪刀、筷子、铅笔的使用方法)

此环节顺利通过，三位幼儿演示动作到位。

五 总结

生活中除了剪刀、筷子、铅笔等这些东西属于尖利物品，还
有许多东西也是的，如：吸管、小棒、玻璃……我们不能将
尖利物品随意舞，也不能含着筷子、吸管或吃着有小棒的食
物追逐，尖利物品用完后要收拾好。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的目标比较明确，内容的贴近幼儿生活。
不足的是在活动中教师没有能很好的让幼儿理解“尖利”的
特征和含义，在引导幼儿观察回答问题不够深入，比较着急
的说出答案。在课堂的随机性教育也要加强，像有个孩子说
到药也是容易伤害我们的时候，教师不应该局限在活动内容
中急忙反驳幼儿的说法，说药不能伤害人，其实药在无形之
种隐藏的危害也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教师在小结时语言的表
达还不够紧密，活动结束的游戏环节设计应该可以更活跃一
些。教师应在今后的活动设计上要想得更周到，更详细，这
样孩子在活动中掌握的知识会更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