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教案(实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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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教案篇一

1.教育孩子知道什么是食物中毒。

2.让孩子了解食物中毒的危害，以及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现场表演演示仪

重点：引导孩子明白病从口入，教育孩子有正确的饮食习惯。

难点：自救方法可以用自我的话来描述。

1.简介：

看孩子表演：一袋膨化食品。

(1)老师：今天老师要请小朋友来一场表演，看看是谁在做？
之后发生了什么？

(2)孩子看一个孩子的表演。信息大致如下：孩子手里拿着一
袋膨化食品说：“我今天在店里买了一袋膨化食品。”然后，
打开食物袋，吃下这袋食物，然后假装肚子疼。

(3)引导孩子讨论：老师：这位小朋友怎么样？什么原因导致
胃痛不适？让孩子根据自己的经历发表自己的看法。宝宝：
我吃了这包食物后肚子痛。



孩子：老师，有一次我吃了一个烂苹果，然后就肚子疼，拉
肚子。

总结：好像所有的孩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想知道为什么
会这样吗？

2.物质中毒有哪些种类？老师一一介绍。

(1)夏天天气炎热，各种病菌繁殖最快。这时，如果人们吃了
被细菌污染的食物，就会得痢疾、霍乱、伤寒等疾病。这种
中毒叫细菌性食物中毒。

(2)中毒和化学性食物中毒。比如吃了沾了残留农药的蔬菜会
中毒。

(3)如果吃了有毒的动植物，就会这样中毒。这叫有毒动植物
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后，对人体健康有什么危害？食物中毒对人体健康
危害极大，轻则胃，重则肝、肾等器官，有的甚至会留下终
身的根子……后遗症。

3.食物中毒后应该怎么做？

(1)立即用手指轻轻搅动喉咙，把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

(2)多喝温水，促进新陈代谢，让有毒物质快速排出体外。

(3)如有发热、呕吐、腹泻等症状，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4.怎样才能预防食物中毒？

(1)吃水果前，要浸泡，清洗，去除上面的细菌和农药。

(2)不吃生四季豆、发芽土豆等容易引起食物中毒的食物。



(3)不吃生的海鲜和肉类，不吃熟食和腐烂的食物。

(4)购买时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孩子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是食物中毒以及中毒后该怎么
办。希望孩子能记得预防食物中毒。

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教案篇二

1、在游戏教学中体验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养成自觉遵守交通
规则的意识和防护能力。

2、体验和大家一起合作游戏的快乐。

红绿灯，车辆模型交通符号指示

一、共同布置场地

1、教师和幼儿一起做热身运动：

2、认识几种常见交通标志及信号灯标识

认识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今天你们要自己过马路，应该注意些什么啊?幼儿积极的回答

二、走进游戏，获取体验

师：现在我们每个小朋友都做好了准备，刚才我们已经布置
好了路面情况，在过马路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车辆和信号指示，
以免发生撞车和事故。在路上行走时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保
证安全。

个别幼儿扮演警察，部分幼儿扮演行人，在模拟的环境中，
体验，感知。



游戏开始，观看幼儿参与教学的情况，是否有危险行为及是
否有违规现象。教师要及时的指导和提醒!

出示红绿灯，暗示幼儿遵守交通规则。

三、整理场地

提醒幼儿放到原来的地方整理好。

四、教学反思

幼儿通过亲自的体验和感知，进一步了解了遵守交通规则的
重要性，并通过和其他的幼儿的合作交流，获取了更多的知
识和乐趣，更进一步增强了幼儿的安全意识。

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了解行人在马路上应该恪守的一些交通规则，形成初步的安
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才能。

活动准备：

1、儿童有与成人一起外出的经验。

2、有关模拟游戏的情景创设。

3、课件《看望兔奶奶》。

活动进程：

1、边观看课件(一)边评论。

(1)兔奶奶生病了，兔母亲带兔宝宝去看望她。半路上，兔母



亲到水果店给奶奶买水果，兔宝宝就跑到了马路上。她看到
花丛中有一只漂亮的蝴蝶，就去捉蝴蝶玩。蝴蝶飞到了马路
中央，兔宝宝就一路追过去，差点被车撞上。

(2)为啥兔宝宝差点被车撞到？

(3)教员概括：兔宝宝离开母亲在马路上玩耍，差点被车撞上。
这样太风险了，不管啥状况咱们都不能在马路上玩。

2、边观看课件(二)边评论。

(1)兔母亲和兔宝宝持续往前走。奶奶家就在马路对面，兔宝
宝兴奋地想冲过马路见奶奶，可是被兔母亲一把拉住了。

(2)兔母亲为啥要拉住兔宝宝？过马路应该走哪里？

(3)教员概括：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4)十字路口有斑马线，行人是不是啥时候都可以走呢？啥时
候可以走？

(5)教员概括：过十字路口要看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

(6)兔母亲和兔宝宝走到斑马线前，等绿灯亮时再穿过马路去
奶奶家。

3、小结：兔宝宝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风险，你们知道怎样才能
避免那样的风险吗？(儿童回答后，教员用自编儿歌进行概括：
小朋友，要牢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路上玩耍不可以。过马
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确保安全是第一。)

4、在情景模拟游戏“去春游”中或到马路上去实地体验。

(1)带领儿童一边走一边根据场景提问，巩固对交通规则的认
识。



场景一：人行道和车行道

师：前面有两种道路，行人应该走哪一种路？(人行道。)

师：行人应该注意啥？(靠右边走，不能边走边玩，特别是不
能到车行道上玩。)

场景二：十字路口

师：要过马路了，咱们应该怎么走？(找到斑马线，看清红绿
灯，红灯停，绿灯行。)

场景三：天桥

师：这是啥？咱们应该怎么走？(走天桥就像走儿童园的楼梯，
要靠右边一个跟着一个走，不能推也不能挤。)

(2)顺利到达目的地之后，引导儿童对刚才的状况进行小结，
启发儿童把过天桥的要点编到儿歌里去，如“过天桥靠右边，
一个跟着一个走”。

延伸活动：

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教案篇四

1.情感目标：通过图片和实际体验，让孩子体会到在雪天正
确处理安全问题，珍爱生命的情感。

2.认知目标：让孩子知道一些下雪天穿衣、走路、玩耍的安
全知识。

3.技能目标：知道雪天消除安全隐患的方法和技能，增强自
我保护。



雪地旅行的照片

(一)引入对话：

“今年冬天很冷。这几天下了几场大雪，路很滑。我们的孩
子在下雪天应该注意什么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有哪些安全措施可以引导孩子在下雪
天谈论？

(二)教师总结

1.下雪天，要放低重心，走好每一步。最好选择积雪厚的地
方，注意地面情况。我们必须避免踩在薄而平的雪片或冰面
上，以防滑倒。

2.上下学回家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走人行道。由
于冰雪路面车辆制动距离大大延长，经常出现制动侧滑、转
弯失控的情况。所以离经销店比较远，需要选择安全的位置
避开车辆。过马路时，应先站在路边调整好雨帽和雨伞的角
度，使其不遮挡视线，再小心通过。不要急跑，不要从两辆
车中间穿过，也不要突然改变行走方向或后退。

3.下雪天要注意穿鞋，路面容易结冰。不能穿没有花纹的皮
鞋、硬塑底鞋、平底鞋。最好穿保暖、防滑的鞋子，或者抓
地性好的运动鞋，并且要尽量平稳前行，以防意外。

4.玩户外游戏时，可以打雪仗，但一定不要往同学脸上、头
上扔雪球，以免伤到眼睛和头。

5.上下台阶时要注意，把握身体重心，保持身体平衡，避免
摔倒。

6.玩雪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隐患，比如摔伤、划伤、碰伤等。



一旦受伤，要及时向大人求助。

孩子，安全来自于时刻警惕，意外来自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天寒地冻，请小心保护好自己！

(三)结尾部分。

下雪天骑自行车，我们的父母是如何注意安全的？

1.估价

2.摘要

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教案篇五

1、让学生在交流教学中认识一些常见的交通标志。

2、让学生在游戏教学中体验交通规则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地
遵守交通规则。

3、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知道在发生危险时如何自救。

1、学生准备游戏教学所需的各种玩具车辆（自行车、汽车）。

2、学生收集各种交通标志（照片或图片）。

（一）展开联想，揭示教学主题

2、在教学之前，请同学先看大屏幕。

课件出现：各种车辆的喧闹声，接着是紧急刹车的声音，然
后是人们的尖叫声，屏幕由黑色逐渐变成鲜红色。



3、师：刚才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生1：我听到了汽车的嗽叭声，还听到了刹车的声音。

生2：我还听见了一个人的尖叫声，我看见了血流出来了。

生3：我好像看到了一场车祸，人被压死在汽车下面。

4、师：是啊！多么可怕的车祸，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我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

（二）、游戏教学，在教学中体会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1、师：孩子们，看看我们坐的队形像什么？

生：我们坐的队形像十字路口。

（学生开始教学，车辆和行人任意穿梭）

3、师：同学们，刚才你们看到了什么？你们想说什么？

生1：我看见走路的人和自行车撞在了一起。

生2：我看见自行车撞到了汽车，我想一定把他们碰疼了。

生3：我看见车子和行人挤在一起，谁也走不了，那样一定很
耽误时间。

4、师：是啊！如果生活中也是这样可不行啊！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情况呢？

生1：我觉得是他们不懂规矩。

生2：我认为是因为没有人指挥他们，如果有人指挥他们怎么
走，一定不会发生赌车的事情。



师：对啊！要是有人指挥就好了！

生：老师，我认为可以做一个标志来指挥人们什么时候可以
走，什么时候不能走？

师：你们建议真棒！你真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

生：老师，我知道这种标志，就是红绿灯。红灯亮了，车辆
和行人就得停下来，绿灯亮了，人们就可以走了。

5、教师拿出信号灯标志：是这个吗？教师用儿歌来说说信号
灯的作用。（将标志贴在黑板上）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

红灯停，黄灯等，绿灯才能向前行。

生：我知道画了斑马线的是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方。

生：我知道马路两边是自行车、三轮车道。

7、师：骑自行车的同学知道了吗？这才是你们的道路，我们
称为非机动车道。

生：我还知道中间的是汽车道。

9、师：现在，我们要请出两位同学来指挥红绿灯。

学生到位，指挥红绿灯，学生们顺利地经过了十字路口。

10、师：同学们，现在你们想说什么？

生1：这一次大家都很快到达了对面。

生2：红绿灯的作用可真大啊！



生3：我又想到一句儿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可通行。

（三）、展示收集情况，初步了解常见交通标志的作用

1、师：在车辆穿梭的马路上，除了信号灯这个交通标志外，
还有很多交通标志，你们收集到了吗？把你们课前收集到的
交通标志在小组上交流一下，再向全班汇报。

2、生拿出收集的交通标志，在小组上热烈地交流着，教师巡
回倾听学生的交流情况。

3、师：现在，我们请小组派代表展示你们收集的交通标志。

5、师：你们了解得真多，老师为你们喝彩，现在，我为你们
每个组都送上两颗五星。（贴五星）

（四）总结评奖

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教案篇六

1.教育孩子知道什么是食物中毒。

2.让孩子了解食物中毒的.危害，以及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现场表演演示仪

重点:引导孩子明白病从口入，教育孩子有正确的饮食习惯。

难点:自救方法可以用自我的话来描述。

1.简介:

看孩子表演:一袋膨化食品。

(1)老师:今天老师要请小朋友来一场表演，看看是谁在做？



之后发生了什么？

(2)孩子看一个孩子的表演。信息大致如下:孩子手里拿着一
袋膨化食品说:“我今天在店里买了一袋膨化食品。”然后，
打开食物袋，吃下这袋食物，然后假装肚子疼。

(3)引导孩子讨论:老师:这位小朋友怎么样？什么原因导致胃
痛不适？让孩子根据自己的经历发表自己的看法。宝宝:我吃
了这包食物后肚子痛。

孩子:老师，有一次我吃了一个烂苹果，然后就肚子疼，拉肚
子。

总结:好像所有的孩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想知道为什么会
这样吗？

2.物质中毒有哪些种类？老师一一介绍。

(1)夏天天气炎热，各种病菌繁殖最快。这时，如果人们吃了
被细菌污染的食物，就会得痢疾、霍乱、伤寒等疾病。这种
中毒叫细菌性食物中毒。

(2)中毒和化学性食物中毒。比如吃了沾了残留农药的蔬菜会
中毒。

(3)如果吃了有毒的动植物，就会这样中毒。这叫有毒动植物
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后，对人体健康有什么危害？食物中毒对人体健康
危害极大，轻则胃，重则肝、肾等器官，有的甚至会留下终
身的根子……后遗症。

3.食物中毒后应该怎么做？

(1)立即用手指轻轻搅动喉咙，把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



(2)多喝温水，促进新陈代谢，让有毒物质快速排出体外。

(3)如有发热、呕吐、腹泻等症状，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4.怎样才能预防食物中毒？

(1)吃水果前，要浸泡，清洗，去除上面的细菌和农药。

(2)不吃生四季豆、发芽土豆等容易引起食物中毒的食物。

(3)不吃生的海鲜和肉类，不吃熟食和腐烂的食物。

(4)购买时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孩子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是食物中毒以及中毒后该怎么
办。希望孩子能记得预防食物中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