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雪天安全教案反思 大班下雪天安全
教案(优秀8篇)

初三教案不仅仅是一份教学计划，更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
思考和经验总结的体现，它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
果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是一些初二教案的案例，供教师们参
考和学习。

大班雪天安全教案反思篇一

寒冷的冬天已经来到，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河面上也开始结冰
了，在结冰的河面上嬉戏会让孩子们玩的不亦乐乎，但是殊
不知乐趣后面却藏着无情的杀机，每年的冬天造成的安全事
故都让人痛心，在雪地上和结冰的路面上摔伤的事故也屡见
不鲜。因此，为了让孩子们了解看似解释的冰面所潜在的危
险，掌握自救的基本知识，特设计了本次安全教育活动。

1、知道在雪地上、冰面上要慢行，不去结冰的河面上、湖面
上玩耍。

2、遇到危险是不慌乱，能用正确的方法自救、求救。

1、多媒体教学资源：

（1）《可怕的冰窟窿》录音和图片；

（2）被大雪覆盖的马路、结冰的路面等图片。

2、幼儿用书第38--40页。

1、演示小实验，让幼儿认识的冰面易破裂，知道在冰面上玩
耍的危险。



（1）演示实验“易碎的冰面”：教师事先冻好一盆水，让幼
儿观察冰面，用手或其他物品按压或击打冰面，让幼儿观察
冰面破裂的过程，（有条件的可带领幼儿直接到结冰的小水
池边做本次试验）。

（2）引导幼儿讨论：

如果到结冰的河面和湖面上玩耍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3）教师小结：

结冰的水面看上去光滑结实，其实非常容易破裂。如果在结
冰的河面或者是湖面上行走和玩耍就容易使冰面破裂，小朋
友容易掉在水里，非常危险。

2、教师讲述故事：

《可怕的冰窟窿》，引导幼儿了解自救、求救的方法。

（1）教师首先要完整的讲述一边故事。

（2）组织幼儿讨论：

故事中的牛牛为什么会掉进冰窟窿？他是怎么得救的？冰面
裂开后，豆豆是怎么做的？

（3）教师小结：

当湖面、河面结冰时，小朋友们要记住不到冰面行走、玩耍。
如果不小心走到冰面上，发现冰面出现裂痕，要立即卧倒，
匍匐（爬着）前进或慢慢朝岸边滚动，同时要大声呼喊，争
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救援。

3、出示多媒体教学资源：



被大雪覆盖的马路、结冰的路面等图片，引导幼儿观察讨论。

提问：

冬天经常会下雪，路面会结冰，在这样的路面上怎样走才是
安全的？

教师小结：

在雪地或结冰的路面上行走要尽量穿防滑的鞋子；小心慢走，
不追逐打闹；过马路更要紧拉大人的手，小心通过，防止摔
伤，避免危险。

4、教师指导幼儿阅读幼儿用书第38-----40页《冬天路滑怎
么走》，讨论并完成操作。

寒冷的冬天里洁白无暇的“雪花”和晶莹剔透得“冰”都会
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乐趣，孩子们对于大自然馈赠的这些
礼物有时候玩的会忘乎所以，常常忘记了危险，通过本次活
动孩子们了解了看似解释的冰面所潜在的危险，教育了孩子
不到结冰的河面、湖面上玩耍、嬉戏，同时学会了一些自救
的的.方法，增强了孩子们的安全知识。

大班雪天安全教案反思篇二

1、增加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2、了解一些安全小知识。

xx

相关图片、防滑鞋

教师：“这些天下了厚厚的雪，路很滑，在雪天我们小朋友



都要注意哪些事情，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呢？”

幼儿：（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一些雪天的安全措施。）

1、观看图片，说一说（重点）

幼儿：有冰很滑的、小朋友摔倒了……

教师：你们观察的真仔细，在雪天的时候我们要认真走好每
一步，最好选择雪较厚的地方行走，注意地面状况，尤其避
免踩在较薄较平的雪片或冰面上，严禁打滑。

2、想一想，还有什么方法减少事故的发生。（难点）

幼儿：穿上不滑得鞋子……

教师：你说的真好，雪天穿鞋要讲究。路面容易结冰，不能
穿皮鞋、硬塑料底鞋，最好穿着保暖、防滑性好的鞋子，或
者抓地较好的.运动鞋，而且应尽量稳步前行，以防发生事故。

3、看一看，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事情

教师：户外游戏时，，我们可以玩打雪仗可是也要注意一些
什么呢？

幼儿：不要拿雪球往同学脸上、头上砸。

教师：是的，这样很容易伤到眼睛和头部。上下台阶时也要
注意，要掌握好身体的重心，保持身体平衡，避免摔伤。

小朋友们，安全来自时刻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冰天雪地，请大家小心翼翼，保护自己！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雪天气骑自行车开车时怎样注意安全？



大班雪天安全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增加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2、了解一些安全小知识。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相关图片、防滑鞋

一、谈话引入。

教师：“这些天下了厚厚的雪，路很滑，在雪天我们小朋友
都要注意哪些事情，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呢？”

幼儿：（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一些雪天的安全措施。）

二、展开部分

1、观看图片，说一说（重点）

幼儿：有冰很滑的、小朋友摔倒了……

教师：你们观察的真仔细，在雪天的时候我们要认真走好每
一步，最好选择雪较厚的地方行走，注意地面状况，尤其避
免踩在较薄较平的雪片或冰面上，严禁打滑。

2、想一想，还有什么方法减少事故的发生。（难点）

幼儿：穿上不滑得鞋子……

教师：你说的真好，雪天穿鞋要讲究。路面容易结冰，不能
穿皮鞋、硬塑料底鞋，最好穿着保暖、防滑性好的鞋子，或



者抓地较好的运动鞋，而且应尽量稳步前行，以防发生事故。

3、看一看，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事情

教师：户外游戏时，，我们可以玩打雪仗可是也要注意一些
什么呢？

幼儿：不要拿雪球往同学脸上、头上砸。

教师：是的，这样很容易伤到眼睛和头部。上下台阶时也要
注意，要掌握好身体的重心，保持身体平衡，避免摔伤。

小朋友们，安全来自时刻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冰天雪地，请大家小心翼翼，保护自己！

三、结束部分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雪天气骑自行车开车时怎样注意安全？

大班雪天安全教案反思篇四

《门前的路》是幼儿最熟悉又喜爱的题材，商店、学校、书
摊、车辆……，每天经过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说到要画
出这些题材幼儿却时常犯难，那些千姿很多程式化的图式时
常妨碍幼儿的创造和想象。

本次活动就是引导幼儿摆脱符号式的笼统绘画，从观察比较
客观对象的基本外形与差别入手，关注每一个物体的诸多细
节，从而形成更为丰富的绘画方式，充分自己的周围环境的
认识与体验。

1、关注自己周围的环境，有兴趣地表达个人的感受。

2、初步尝试运用图形组合的方式表现客观事物的基本部分与



主要特征。

1、围绕“门前的路”，发动幼儿做各种路边的收集，

2、欣赏画面：周围的小区

3、各种图形：圆形、椭圆形、三角形、方形，长方形，以及
图形组合成的房屋、车辆。

4、长条形浅色色纸、各种图形色纸、记号笔、报纸、蜡笔，
浆糊。

一、图形变变变

1、在一条路上长着一个大园和一个小园，它们会是什么?

2、小小园添上花瓣、花茎和叶子，就是一朵小小的花，大大
的园添上树干和叶子，就是棵树。(请幼儿参与添画)

3、当然，路上不可能只有一朵花，树也有很多。

4、很多人都想造房子在这里生活，房子是什么形状?长方形
竖起来变成高高的房子，横过来变成宽宽的房子。

5、房子想找漂亮的图形做屋顶，许多图形都来报名，(方形、
长方形、三角形、半圆形、梯形……)能不能把它们都用上。

6、高高的房子变成了住宅楼，宽宽的`房子变成了商店、医
院和学校。

7、嘀嘀嘀，什么开来了?卡车为大家送来的货物，卡车是哪
些图形拼成的呢》用图形拼的卡车证实一下。

8、原来这是一条热闹的路



二、拼拼画画

1、你家的路有这样热闹吗?它是什么样的呢?

2、用拼拼画画的方法来画一画自己家门前的路。

3、房子可以有不同的屋顶，树也可以有不同的树冠，当然还
有其他的东西，只要用图形拼一拼，社么都可以画出来。

4、画好了，画上一条线，表示你可以怎么走，在线上铺上报
纸，就会变成一条弯弯曲曲、更漂亮的路。

5、说说这条路的名字，请老师写上。

三、大路连小路和朋友的图连一下，看一看哪条路能走得通。
还能找到其他方法使更多的路连起来吗?连得有多长。

大班雪天安全教案反思篇五

1、理解故事的内容，知道冬天多运动就不怕冷。

2、理解词：汗渍渍、自言自语。

1、故事磁带、录音机。

1、谈话导入课题。

提问：冬天的北风吹在身上，有什么感觉？你们怕冷吗？

2、初步欣赏故事，了解人物和情节。

提问：故事里有谁？天气怎么样？小白兔躲在被窝里干什么？

3、再次欣赏故事。



欣赏故事录音。

4、帮助幼儿进一步理解故事的'情节、内容。

提问：小兔子为什么躲在被窝里不肯起来？

妈妈说姥姥有一件什么衣服要送给小白兔？

姥姥有没有给小白兔一件不怕冷的大衣？

理解词：汗渍渍、自言自语。

5、讨论：什么是不怕冷的大衣。

不怕冷的大衣是什么。

你有没有不怕冷的大衣。

建议：

鼓励幼儿坚持运动，通过体育活动进一步体验什么是不怕冷
的大衣。

大班雪天安全教案反思篇六

1、通过教育活动，使学生了解冬季安全应注意些什么，从而
在思想上认识冬季安全的重要性。

2、教育学生在冬季为了身体、和生命安全要增强防滑和防坠
冰的意识。

2、从行动上真正表现出来，即能做到自觉遵守纪律，并能督
促其他同学。

3、教给学生一些自救知识。



一、谈话导入

寒冬来临了，作为小学生，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生自
由谈话)

二、讲解冬季安全注意事项

近期我国大部地区遭遇低温和暴风雪的袭击，大范围的恶劣
天气给我们生活带来较大的不便，尤其是交通运输和出行，
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同时就冬季雨雪天气方面问题，提示一
些安全防范知识：

1、防滑：由于长时间强降雪，地面积雪较厚，在经过踩压后
就形成了一层光面，在气温稍高冰面开始融化时，尽量减少
外出频率，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如确需外出，要穿防滑
鞋或在脚上绑根旧布条，手上不宜拿伞、棍等细长物品。

2、防冻：外出时穿戴好保暖衣帽。耳、鼻、手不宜长时间暴
露在外。

3、防病：活动出汗后立刻到室内用干毛巾擦干汗水脱掉已湿
衣服，换上干爽衣服，条件允许时可先洗个热水澡。冬季防
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教案。每天保持室内通风半小时防止
感冒病毒滋生。

4、做到“四不”承诺，即不私自下水或滑冰;不擅自与同学
结伴滑冰或打捞水中物品;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到秦渠边
游玩;不到危险地域、沟渠滑冰游玩。

5、其它安全事项：

(1)注意取暖，生好火炉，穿好棉衣，戴好手套，防止冻伤。

(2)家庭和学校内学生居住场所要安装安全设施，严防煤气中



毒。

(3)不玩火，尤其是在教室或宿舍内烧火、点蜡烛时，要提高
安全意识，降低火灾发生的可能性。

(4)不在校园内或坡上滑雪，不在校园内追跑打闹。

三、溺水急救

溺水是常见的意外，溺水后可引起窒息缺氧，如合并心跳停
止的称为“溺死”，如心跳未停止的则称“近乎溺死”这一
分类以病情和预后估计有重要意义，但救治原则基本相同，
因此统称为溺水。

急救方法

2、呼吸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一般以口对口吹气为最
佳。急救者位于伤员一侧，托起伤员下颌，捏住伤员鼻孔，
深吸一口气后，往伤员嘴里缓缓吹气，待其胸廓稍有抬起时，
放松其鼻孔，并用一手压其胸部以助呼气。

3、心跳停止者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摩。

冬季来临了，小学生的安全意识比较差。为了能够使孩子们
安全的度过这个严冬

4、发生事故要求。

出现事故，要立即呼救，儿童少年不冒然下水营救;溺水者救
起后，要清除口鼻喉内异物，排出溺水者胃肺部水，必要时
进行人工呼吸。同时，迅速拨打急救电话。

四、手脚冻僵了应该怎么办?

1.应该回到温暖的环境中去，使冻僵部位的温度慢慢回升。



2.如果在野外，应当设法用大衣等将手脚包裹起来，还可以
互相借助体温使冻僵的手脚暖和过来。

3.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手搓，通过摩擦增加温度，促进自身的
血液循环，以恢复正常。

五、总结谈话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些什么?你决心以后怎样做?

希望同学们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并
且相互提醒，积极向我们的'同学、家长宣传安全知识。自己
健康成长、家人幸福快乐，安全是前提。

大班雪天安全教案反思篇七

1、增加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2、了解一些安全小知识。

3、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4、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5、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一、谈话引入。“这些天下了厚厚的雪，路很滑，在雪天我
们小朋友都要注意哪些事情，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呢?”引导
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一些雪天的安全措施。

二、教师小结

1.首先在雪天，要认真走好每一步，最好选择雪较厚的地方
行走，注意地面状况，尤其避免踩在较薄较平的雪片或冰面



上，严禁打滑。

2、其次是上放学回家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走人行
道。不要在马路上行走或滑冰。

3、雪天穿鞋要讲究。路面容易结冰，不能穿皮鞋、硬塑料底
鞋，最好穿着保暖、防滑性好的鞋子，或者抓地较好的运动
鞋，而且应尽量稳步前行，以防发生事故。

4、户外游戏时，可以玩打雪仗，但一定不要拿雪球往同学脸
上、头上砸。以免伤到眼睛和头部。

5、上下台阶时也要注意，要掌握好身体的重心，保持身体平
衡，避免摔伤。

6、在玩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隐患，如摔伤，划伤，砸伤。

小朋友们，安全来自时刻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冰天雪地，请大家小心翼翼，保护自己!

三、结束部分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雪天气骑自行车开车时怎样注意安全?

大班雪天安全教案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欣赏诗歌，感受诗歌所表现的下雪天的美景，以及人们在
下雪天的欢乐情绪。

2.通过小图片的操作，帮助幼儿理解诗歌所用的比喻手法。

3.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大胆参与讨论。



4.学习有序、仔细的观察图片，理解图片，并用较清楚的语
言描述图片内容。

5.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1.下雪天的背景图一幅。

2.覆盖着雪的小车、房屋、树、面包、蛋糕、薯条、男孩、
女孩、小狗、小猫的小图片。

活动过程：

1.猜谜引出课题：“我是一朵小白花，没有树根没有杈，夏
天不来冬天来，满天满地都是花。

教师引导幼儿进一步拓展话题；你们喜欢下雪天吗？为什么？

师：有一首好听的诗歌讲的'就是下雪天的事情，我们一起来
听听，看里面说了些什么？

2.教师和幼儿共同欣赏诗歌，感受诗歌的优美意境。

教师有感情的朗诵诗歌，幼儿欣赏。

师：谁来跟我们说说诗歌的名字叫什么？诗歌里说到了哪些
东西？它们都有什么变化？

3.通过操作卡，帮助幼儿理解诗歌所运用的比喻手法。

我们再仔细的听一听到诗歌里说“停着的小车”像什么呀？

请你在下面的图片里面找一找，把找到的图片撕下来，贴到
后面空的地方。



还有圆圆的屋顶、一根根的树枝像什么？也是一样做。

全部贴好以后你可以和旁边的小朋友学一学、说一说这三句
话。

（3）理解这三句比喻句

小朋友都贴好了，我们让小图片休息一下，一起来看一看。

停着的小车像什么呀？

圆圆的屋顶像什么呀？蛋糕上白色的是什么？

一根根树枝像什么呀？

（5）朗诵这三句话

小朋友说的真好，这么好听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老师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遍，这三句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
来念。

4.理解诗歌的最后两句，感受下雪天的美。

你喜欢下雪天吗？为什么？和旁边的小朋友一起说一说！

小结：下雪天很美，可以滑雪、堆雪人……所以大家都想出
来玩，“家家户户冲出了，男孩、女孩、小狗、小猫”（边
说边出示图）。

你觉得下雪天怎么样？（幼儿讲述）

小结：“家家户户冲出了，男孩、女孩、小狗、小猫”“下
雪天像过节一样热闹。”



5.完整朗诵、欣赏诗歌。

那我们一起来把这首诗歌《下雪天，像过节》一起来念一念
吧！

活动延伸：

教师给小朋友准备了一张纸，小朋友回去可以想一想：“停
着的小车”、“圆圆的屋顶”、“一根根的树枝”还像什么？
在这里画一画，把它编到诗歌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