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防走失安全教案(模板8篇)
小班教案的编写应注重培养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大家一定很关心如何编写一份出色的初一教案，接下来小编
为大家呈现一些范文，供大家参考。

幼儿园防走失安全教案篇一

2017.11.6

本班教室

本班幼儿

为了进一步增强家长和老师的安全教育能力提高幼儿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避免拐骗幼儿和伤害幼儿人身安
全的事故发生。

一、师幼共读儿童绘本《我不跟你走》。了解故事内容，知
道站在原地等，不跟陌生人走。

二、播放有关防拐骗视频。

三、向幼儿讲解应对拐骗的方法。

1.掌握动向。告诉孩子，外出一定要跟家长“请假”。

2.教点本领。告诉孩子家庭住址、父母工作单位的全称以及
电话号码，并要求记住。要告诉孩子因迷了路或被拐骗、被
绑架，应找警察或拨打“110”电话。

3.防陌生人。告诉孩子，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不要请陌生
人带路，不能搭乘陌生人的车出去，更不可食用陌生人给的
饮料、糖果和其他小食品。告诉孩子，只有医生、护士、父



母才能接触他（她）的身体，如果不认识的人这样做，孩子
应尽快躲开。要鼓励孩子说他遇到的任何事情，要耐心地听
孩子向你诉说他（她）的遭遇。

4.约法三章。父母与学校要讲定通常来接孩子回家的人，并
一起去跟教师熟悉情况，把接送人的电话号码告诉教师，无
人接送时，就留在幼儿园、学校，或请教师打电话给父母等
接送人。

5.打110电话求助。不论是哪个电话，都可打110，电话打通
后，要讲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以便警察及时查找。逃出来
后，要迅速找到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妇联等机关组织报警、
寻求帮助。

幼儿园防走失安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观看木偶表演、讨论等活动，让幼儿学会与成人走失
后简单的自救办法。

2、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活动准备：

布置一个公园的场景，木偶。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观看木偶表演《去公园玩》。

2、提问：

（1）刚才谁去公园玩？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亮亮为什么找
不到妈妈？

（2）引导幼儿回忆木偶表演里的情景大胆回答。

3、再次观看木偶表演，组织幼儿讨论：

（1）问：他应该怎么样做才不会和妈妈走散？亮亮找不到妈
妈时应该怎么办？

（2）鼓励幼儿想出各种办法，帮助亮亮找到妈妈。

（3）启发能力强的幼儿分析同伴提出的各种设想，看看哪种
自救办法。

4、第三次观看木偶表演，将幼儿想出的好办法运用到木偶表
演中，让亮亮找到了自己的妈妈。

5、提问：

以后我们跟爸爸妈妈出去玩时要注意些什么呢？（让幼儿小
议）

小结：教育幼儿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

活动延伸：

请家长配合，让幼儿知道自我保护的常识，并经常提醒幼儿
不要独自到离家较远的地方玩，外出时不要独自离开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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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不跟陌生人走。

2、有初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防拐骗模拟演练，绘本《不跟陌生人走》。

1、情境演练：

区域活动时间，幼儿进行区域活动，陌生人（其他班级的家
长）来班级走到任意小朋友面前进行拐骗。

（1）我是新老师，今天我要请你们到外面去抓小蝌蚪，你们
去吗？

（2）我是你妈妈的同事，妈妈请我来接你去她单位。

（3）你们卢老师今天请假，我带你们到外面去玩，你们去吗？

（4）小朋友，我请你吃糖，你和我一起到外面去找妈妈。

2、讨论：

（1）这个阿姨是谁？你认识她吗？

（2）不认识的人，我们能跟她走吗？

（3）绘本：《不跟陌生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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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知道如果自己走失，可以找警察帮忙，并告知电话号码。



2.培养幼儿的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

3.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核心要素：

人走失，原地站，耐心等，父母返

电话清，地址详，请警察，来帮忙

活动准备：

组织幼儿排练《在公园里》的情景剧、录音(救火车、救护车、
警车的声音)

基本过程：

(一)导入活动：

1.请幼儿听特殊车辆(救火车、救护车、警车)的声音(录音)。

2.提问：“我们遇到困难时应该找谁帮忙?

(二)关键步骤：

1.情景剧表演：《在公园里》

2.引导幼儿想一想，说一说，小明为什么会走失，他走失后
是怎样做的?

3.小朋友和家长外出时应注意什么?



(三)老师总结归纳

引导幼儿诵读核心要素。

教学反思：

通过此次活动我发现平时很多不怎么合群的幼儿，他们也能
参与其中跟群体一起完成游戏。他们能领会老师的意思甚至
创造一些动作，使得整个活动气氛活跃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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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幼儿了解暑假中应注意的防溺水、防走失、注意交通安
全等知识，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2、通过讨论，激发幼儿向往过暑假的情感，教育幼儿愉快、
合理地过暑假。

3、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4、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5、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安全图片

一、暑假来了

2、鼓励幼儿大胆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和想法。

3、教师总结暑假的含义：这个假期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放
的，我们叫它暑假，暑：就是热的意思。



二、怎样愉快地过暑假

1、教师引导幼儿：“暑假里你们想做些什么事情呢?”

2、幼儿互相说出自己想做的或是喜欢做的事情。

三、怎样安全过暑假

1、暑假里很多小朋友都会去，游泳的时候我们奥注意些什么
呢?(严禁到沟、河、池塘等处玩耍游泳，一定要在自己父母
的陪伴下去游泳，游泳的时候要做好防护，不能到深水区游
泳。发现有小朋友落水要想打人呼救，不可自己施救。)

2、有些小朋友的把爸爸妈妈会带你们出去旅游或经常带你们
去逛超市，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安全呢?(要紧紧跟着大
人，不能走丢了。如果走丢要向超市、景点的工作人员求救，
出外与家人走散了，要懂得打电话110报警，不要跟陌生人走，
不能乱叫大人买东西。出去旅游要做好防暑措施，多喝白开
水。出去玩耍、逛街、旅游，小朋友都不能再马路上乱穿、
追打、玩游戏，要提醒把爸爸妈妈开车、骑车、走路时注意
遵守交通规则。)

3、暑假里我们还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不能玩火、玩电、
玩尖锐的物体。夏天的太阳毒辣，不能到太阳底下长时间地
玩，要保护自己的皮肤。

吃冷饮时，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否则，会引起肚子痛，影
响身体健康。吃西瓜时，要把瓜洗干净，请爸爸妈妈切好西
瓜，吃的'时候不讲话，以免瓜子呛人，还要防止西瓜汗流到
衣服上，另外，不可乱扔西瓜皮。独自在家时不要让陌生人
进来，不要告诉陌生人只有你一个人在家。

四、安全我知道



2、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小朋友在暑假里一定要主力安全，
要把老师和爸爸妈妈教你们的牢牢记在心里，并按照爸爸妈
妈说的安全、正确的方法去做，只有这样小朋友们才能过个
安全越快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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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如果自己走失，可以找警察帮忙，并告知电话号码。

2.培养幼儿的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

3.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教会幼儿做个胆大的孩子。

人走失原地站耐心等父母返

电话清地址详请警察来帮忙

组织幼儿排练《在公园里》的'情景剧、录音(救火车、救护
车、警车的声音)

(一)导入活动：

1.请幼儿听特殊车辆(救火车、救护车、警车)的声音(录音)。

2.提问：“我们遇到困难时应该找谁帮忙?

(二)关键步骤：

1.情景剧表演：《在公园里》

2.引导幼儿想一想，说一说，小明为什么会走失，他走失后
是怎样做的?



3.小朋友和家长外出时应注意什么?

(三)老师归纳

引导幼儿诵读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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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导幼儿运用已有的帮助走丢的朋友想出最适合的办法;

2、大胆的表述自己的想法，培养关心他人的情感。

重点：帮助走失的`朋友想出寻求帮助的最适合的办法。

难点：培养幼儿关心他人的情感。

材料创设：走丢录象3段，事先环境创设

一、感知经验：

师：我们班有三个小朋友走丢了，迷路了，让我们一起去帮
助她们。

播放马路走丢的情景(十字路口)

提问：xx小朋友在哪?他怎么了?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帮
助他。

指导：

1、引导幼儿帮助朋友，激发关心他人的情感

2、鼓励幼儿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小结：在马路的人行道上原地等是最安全的，还可以请警察



叔叔帮忙。(协管也行)

二、讲述经验：l播放小区走丢的情景

小结：可以在原地等，也可以找小区里的门卫伯伯，让他们
打电话给爸爸妈妈或家里人，让大人来领你。

三、提升经验：

播放超市走丢的情景(大卖场)

请走失幼儿讲讲当时的情景，请其他幼儿发表看法。想想可
行的办法。

小结：在超市里可以原地等也可以找营业员和工作人员，通
过广播小喇叭让爸爸妈妈知道你在那里，然后来领你。(继续
看录像，--小朋友是怎样做的)

四、延伸：

走丢了以后，爸爸妈妈会很着急，我们都不想把自己弄丢，
那么我们平时和家里人一起出去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幼
儿自由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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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高幼儿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避免
诱拐幼儿的事件发生。幼儿园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组织大班
师生开展了一场形式独特的防诱拐安全教育演练活动。

为了让活动达到真实的效果，特邀请了2名园级家委会成员扮演
“陌生人”对幼儿进行了“诱拐”。上午10点，“陌生人”
悄悄地潜入到大班户外活动区域，手拿糖果等幼儿喜欢的物
品开始了“诱拐”。面对陌生人的“诱拐”，幼儿们对陌生



人警惕性都很高，有一定的防范意识，能够抵制住诱惑。活
动结束后，家长、老师面向全体幼儿进行了活动总结与现场
安全教育。

本次活动的开展帮助幼儿掌握了防拐防骗的自我保护方法，
增强了老师的安全教育能力。下一步幼儿园将不断拓展安全
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进一步加强与幼儿家长的交流与沟通，
切实提高幼儿安全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