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社会我不怕冷教案(实用8篇)
通过编写教案，教师能够更好地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
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幼儿园教案的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大
家更好地了解教案的编写方法和技巧。

中班社会我不怕冷教案篇一

1、通过游戏让幼儿体验黑暗与快乐。

2、鼓励幼儿运用各种方法克服困难，提高自己解决困难的能
力。

3、培养幼儿勇敢、助人为乐的品质。

4、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5、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二、活动材料

小山洞、与幼儿人数相等的动物玩具，大块遮光布，山洞三
个，音乐磁带一盒。

三、活动过程

（一）以游戏的口吻和形式导入活动：

1、教师：“孩子们，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客人，跟他们打个招
呼吧！”（伴随《hello》的音乐，幼儿做律动进入场景）

2、教师：“这块布的下面是什么东西呀？让我们钻进去看看
吧！”



3、（钻进布底下）孩子们，你们看见什么了？里面虽然这么
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妈妈照样能知道你是谁。还能做
很好玩的游戏呢！

讨论：怎么样才能让自己不害怕呢？

教师：“今天，我们知道了，黑房间里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
西，我们有各种方法战胜黑暗。你们以后敢不敢一个人睡觉
啦？敢的小朋友把手举起来！”

（三）营救小动物，鼓励幼儿不怕黑1、发现情况通过小动物
的呼救声及教师对黑洞内发生情况的描述，让幼儿感知发生
的事情，激起幼儿救小动物的欲望。

（1）（伴随着音乐，以远处传来一阵阵小动物的呼救声）教
师：“咦，好象有什么人在哭，你们听，是谁在喊救命？孩
子们，你们千万别动，妈妈去看看。

（2）教师慢慢走到山洞口，仔细往山洞里看，说：“呀，这
里有个山洞，里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对，声音就是从这
里发出来的。哎呀，这个洞口这么小，我钻也钻不进去，怎
么办呢？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黑洞洞的山洞里到底
是谁在哭呀？孩子们，你们谁愿意帮妈妈进去看看。”

1、鼓励幼儿克服怕黑心理，勇敢地钻进山洞

（1）请胆大的幼儿做示范，并说说自己害怕不害怕，以及自
己是怎样克服害怕的

（2）交谈，了解害怕的幼儿的心理状况，教师对他们进行疏导
（3）请愿意去救小动物的幼儿一个一个爬进山洞，每人只救
一个小动物。

（4）教师对还不敢进去的幼儿再次进行疏导，启发他们找上



好朋友一同进去救小动物。

（5）请胆子特别小的幼儿借助一些器具（如木棍、玩具刀、
手电筒等）和好朋友一同进山洞。

（6）教师亲亲每一个救小动物的幼儿，夸奖他们是勇敢的孩
子。

2、小动物们都很累了，把它们轻轻放在担架上，我们把它们
抬回家吧！

活动反思：

该活动选材独到合理、符合小班幼儿年龄特点，抓住其胆小
怕黑的`心理为着陆点，设计新颖、富有童趣，以故事的形式
层层递进，由始至终将幼儿的注意力紧紧围绕主题，并积极
开动脑筋、大胆踊跃发言；教师在活动过程中能随机应变，
巧妙应答，特别是结合当前“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对幼儿进
行适时的勇敢乐观教育，效果突出。

中班社会我不怕冷教案篇二

活动设计背景

在一次户外活动中，一位幼儿在玩耍时不小心与另一位幼儿
碰到了一起其中一位幼儿的鼻子被撞出了血。当他看到自己
流血的时候，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因此通过这个事件让他们
要勇敢、不怕疼的同时，还要引导幼儿树立正确的应对态度，
学习自我保护的方法。

活动目标

1、知道跌倒、碰撞鼻子等会可能导致流血。



2、知道在活动中要注意安全。

3、流血时不要害怕，要寻求和配合成人的帮助并积极配合急
救处理。

4、能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有关经历或感受、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对孩子来说，出血时应怎样紧急处理显得慌乱

活动准备

1、和老师一起完成“经验调查表”

2、演示文稿、人身体图、标有受伤部位的布娃娃、创可贴

活动过程

一、一起观看演示文稿；1老师提问；“这个小朋友怎么了？
他为什么哭？你流过血吗？”2结合调查表，让幼儿介绍自己
流血的部位和原因。3教师和幼儿一起在布娃娃身体上标出自
己曾经流血的部位。

教师总结：我们的手、鼻子等部位特别容易受伤流血。

二、集体讨论：怎样才能避免流血呢？（让自己身体灵活一
些，慢慢走不要跑，不要撞鼻子，小心使用工具等。）

三、通过分享和讨论，知道正确应对流血的方法。

四、利用游戏情境，探索使用创可贴的方法：出示创可贴，
引导幼儿说出它的使用方法。



五、 总结：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注
意安全，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不要慌乱。

六、活动结束。

教学反思

在活动中，教师引导幼儿回忆各自的经历并加以整理，加深
了幼儿对易流血部位的认识和对流血感受的印象。帮助幼儿
形成自我保护的意识。

中班社会我不怕冷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学习正确的自我保护法，懂得火灾发生时如何撤离、躲避、
求救等多种自救方法。

2、正确拨打火警电话119，面对火灾不慌张，积极动脑想办
法，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3、感恩消防员的辛苦，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之情。

4、初步了解火灾的.小常识。

5、培养幼儿清楚表述和大胆发言的能力。

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

活动前请幼儿制作火灾安全宣传画。

2、物质准备：



视频、课件“如何面对火灾”、快乐成长宣传片、湿毛巾与
幼儿人数相等、安全出口标志若干。

活动过程：

一、讲述视频事件，感受火灾的危害。

（1）播放失火视频。提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感觉？

（2）播放消防员叔叔救火视频。提问：消防员叔叔表现得怎
样？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3）结合火灾后家园的变化图片，让幼儿感知火灾的严重后
果。

二、讨论交流引发火灾的多种原因，了解如何避免发生火灾。

（1）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火灾？怎样做能够避免发生火灾？

（2）演示课件，引导幼儿看标志，说出生活中不能做的事。

三、学习运用撤离、躲避、求救方法自救和自护，懂得面对
火灾要沉着、冷静，积极想办法。

（1）通过交流，引导幼儿了解发生火灾时如何撤离。

1、相互交流宣传画，说出自己知道的自救方法。

2、模拟练习拨打火警电话的方法，要求幼儿说清地点和人员。

3、通过图片（电梯、楼梯、窗户、安全通道）判断，让幼儿
了解发生火灾时，从安全出口撤离最安全，并引导幼儿现场
寻找安全出口标志。

4、观看视频“火灾自救法”，进一步了解捂住口鼻、弯腰走



的重要性。

（2）通过实地演练，巩固幼儿逃生撤离经验。

1、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引导幼儿从安全通道撤离。

2、运用多种方法迅速撤离。

（3）无法撤离时，如何正确躲避。

1、当火势很大无法撤离时，应该怎么办？可以用哪些方法躲
避？

2、演示课件，引导幼儿判断分析躲避在哪里是正确的。

四、讲述故事。

（1）教师讲述“婷婷火场自救”小故事。

（2）面对险情时婷婷是怎样自救的？还可以用哪些方法自救？

（3）运用儿歌，总结火灾中的自救方法。

五、观看公益片“我们快乐成长”，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1）如果你是受灾的小朋友，你现在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引
导幼儿感受火灾无情、人有情的美好情感。

（2）张贴安全宣传画，让更多人知道在火灾中自救和自我保
护的方法。

温馨提示：

发生火灾，立即拨打：“119”、“120”报告事发地点及情
况。



中班社会我不怕冷教案篇四

1.了解感冒的症状，知道感冒后身体不舒服要及时告诉大人。

2.初步了解一些预防感冒的方法。

3.知道感冒了不要怕打针吃药，要做个勇敢的孩子。

活动准备

预防感冒方法的图片(洗手、吃饭、锻炼等等)。

活动过程

一、设置情景，引起幼儿的.兴趣。

园园妈妈打电话给老师，说园园直打喷嚏，还流鼻滴，吃不
下饭，不能来幼儿园和我们一起玩了。

二、说一说：感冒的症状及原因。

1.园园怎么了?为什么会感冒?

教师小结：穿衣服少了、蹬被子了、到人多的地方被传染了
都容易引起感冒。

2.你们感冒过吗?感冒了会有什么感觉?

教师小结：流鼻涕、喉咙痛、头痛、咳嗽、打喷嚏、有时候
会发烧，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告诉大人。

三、渗透情感，懂得要勇敢，生病不怕打针吃药。

教师小结：小朋友也是勇敢的孩子，如果你感冒了，要赶紧
去看医生，不怕打针吃药，这样感冒很快就会好了。



四、结合图片展开讨论：初步了解预防感冒的方法。

1.讨论：小朋友想一想，怎么样就不感冒了?

中班社会我不怕冷教案篇五

1.认识火灾的严重性，具有安全防火意识。

2.初步掌握逃离火灾现场的自救方法，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
力的技能。

3.锻炼幼儿遇事不慌、不怕危险和困难的勇敢精神。

【活动准备】

1.认识119火警电话标志、几种防火安全标记、安全通道标志。

2. 有关救火、灭火、火灾的图片若干、有关火灾的课件或幻
灯片、火灾警报声(录音)。

119火警电话什么时候用、湿毛巾在着火时怎么用。

4. 每个幼儿准备一块湿手帕。

【活动过程】

1.出示打火机、火柴。

(1)引导幼儿讨论它们的作用和危害。

(2)从一些物品中找出幼儿不能玩、易引起火灾的东西，激发
幼儿的活动兴趣。

2.看课件或图片，感受火灾带来的危害。



(1)引导幼儿说出火灾的危害：火不仅能烧毁房子，烧伤人，
还会烧毁森林，污染空气。

火的物品，不能随便燃放烟花爆竹等。

3.遇到火灾怎么办。

件可怕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么?”

大小，还要报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等。”

4.看课件，认识“防火”标志。

教师：“这是什么标志?你在什么地方见过?看到这个标志我
们应该注意什么?”

5.小组讨论：如果你的家里着火了，你会怎么做呢?

(1)幼儿讨论：“用水灭火，用湿布等盖住灭火，打火警电
话119，喊来大人等等。”

们决不能用水救火。

场，撤离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不要拥挤，有秩序的撤离。

7.请出安全管理员员，进行演示灭火，并组织幼儿进行火灾
逃生演习。

(1)安全管理员介绍灭火器，并进行现场演示。

毛巾掩着口鼻，一个跟着一个有秩序地离开教室，跑到户外
草坪集合。



(2)模拟着火，逃离火灾现场演习。

(3)通过游戏锻炼幼儿遇火灾不惧怕、不慌张，提高幼儿防火
自救的能力。

【活动延伸】

认识标志，设计标志。让幼儿为不同的场所设计并张贴相应的
“禁止烟火”“当心火灾”等标志。

[幼儿园火灾安全教案]

中班社会我不怕冷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的勇敢品质。

2、引导幼儿大胆、愉快地参与集体活动。

活动准备：

好苹果一个、被虫子咬过的青菜一棵，苹果一个、切好的苹
果一盘、录有哭声的磁带、音乐磁带 录音机 垃圾桶 不甘胶
虫子若干。

活动过程：

1、分享苹果

师幼共同边听音乐边分享苹果，体验好苹果的味道，感受集
体生活的乐趣。

2、引导幼儿观察、讨论



(出示被虫子吃过的青菜、苹果)，引起幼儿思考。

(1) 为什么苹果、青菜上会有小洞洞呢?

(2) 宝宝们吃了被虫子咬过的苹果、青菜会怎么样呢?

3、师幼共同找虫子，消灭虫子。

4、体验成功，分享喜悦。

中班社会我不怕冷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放火知识，学会自救方法。

2、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爱惜自己生命的情感。

3、锻炼幼儿遇事不慌、不怕危险和困难的勇敢精神。

活动准备：

1、放火标志、火警电话标志、安全门标志。

2、火灾录象、消防车听声录音、电话机一架。

3、喷烟器、湿毛巾、衣服（毛巾等）失火的模拟声音、安全
通道。

活动过程：

（一）消防车叫声：（激发幼儿兴趣）

1、小朋友们听，这是什么声音？学一学消防车的叫声。



2、你在哪儿听到过消防车的声音？

3、消防车开来了，发生什么事啦？

（二）观看火灾录象：（培养幼儿仔细观察积极发表的能力）

问：你看到什么啦？

引导幼儿讲述：

1、房子烧了，有的人烧死，有的人烧伤。

2、有的人很勇敢，自己在想办法，离开火灾现场。

3、消防队员开着消防车来救人。

（三）如果你在失火的地方，你会怎么办呢？（引出幼儿相
互讨论，说出自咎办法）

1、打“119“火警电话。

2、喊大人来救。

3、用湿毛巾捂住嘴、鼻子，用湿的衣服顶在头上，弯腰跑出
去。

（四）放火演习（让幼儿亲身体验在火灾现场该怎么办）

放模拟火灾的声音：

1、小朋友着火了，你们怎么办呢？

2、小朋友不要慌，赶快想办法离开火灾现场。

（五）回放录象（让让幼儿从尝试中探索出正确的方法）



1、你是怎样想办法离开火灾现场的？

2、谁打“119”的？

3、哪些人喊救命啦？

4、你们是从哪儿离开火灾现场的？怎么离开的？

（六）在进行依次防货演习。比比谁最勇敢爱动脑子。（用
正确的方法来巩固练习一次）

演习开始：教师和幼儿共同参与。

演习结束：回到座位，评价幼儿。

（七）发生火灾真可怕，怎么样就能预防火灾的发生呢？发
展幼儿求异思维）引导幼儿说出

1、不在容易着火的地方玩火。

2、那些东西容易着火呢？

3、这些东西容易着火，别人不知道怎么办？

4、出示防火标志，让幼儿说出防火标志的意思。

（八）活动延伸

把自己想到的办法回去告诉家里人。

教学反思：

活动目的是向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增进幼儿安全防火意识，
并学习并初步掌握基本的防火安全常识和简单的自我保护方
法，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因为选材是幼儿熟悉的行业，



所以本次活动幼儿的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整个活动过程流畅，
也突出了难点：学习并初步掌握基本的防火安全常识和简单
的自我保护方法。教师教态自然、大方，语言亲切。

中班社会我不怕冷教案篇八

活动目标：

1、能较清楚连贯地讲述叔叔阿姨地工作情景。

2、激发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

3、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4、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请家长代理幼儿了解不同职业人员的工作，并
引导幼儿尝试描述他们的工作。

2、物质准备：不同职业人员的工作片段。

3、环境创设：在活动室布置不同职业人员工作、活动的剪影。

活动指导：

1、带领幼儿参观剪影，引导幼儿自由讲述。

(1)引导语：照片里有谁?他们在做什么?

(2)引导幼儿自由参观，并谈谈剪影里的.内容，如：我看到
医生叔叔用听诊器在给病人看病，还看到农民伯伯在田里劳
动。



2、播放视频，请幼儿观看并讲述不同职业人员的工作。

(1)引导语：叔叔阿姨在做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2)引导幼儿自由与同伴交流视频内容，鼓励幼儿用清楚连贯
地语言谈谈叔叔阿姨的工作情景。

3、师幼讨论：

(2)鼓励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较为完整地讲述如何尊重叔
叔阿姨和他们的劳动成果，激发幼儿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

(3)小结：小朋友的美好生活都是叔叔阿姨辛苦劳动为我们创
造的，我们要学会尊重叔叔阿姨，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

活动延伸：

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周围人们的活动，懂得尊重劳
动人们即他们的劳动成果。

活动反思：

今天，我们了解了周围的叔叔、阿姨们的工作，明白了劳动
是一件光荣、快乐的事情，知道了小朋友从小应该热爱劳动，
不管在哪里要努力做到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还要努力为
集体、为大家做事，这样不仅能体会到劳动的乐趣和光荣，
在学到一些生活本领的同时，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