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防火安全教案中班反思总结 防火
安全教案中班(大全8篇)

高三教案是提供给教师参考的一种教学辅助文档。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高二教案范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防火安全教案中班反思总结篇一

活动目标：

初步了解火灾发生的几种原因，知道几种自救的方法，提高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活动准备：

一些玩具、毛巾、电话、几种防火安全标志。

活动过程：

1、出示物品，找出不能玩、易引起火灾的物品

“这些物品里面，哪些东西是不能玩的，是会引起火灾
的？”

“火灾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危害？”

2、引导幼儿观看相关资料，了解火灾的危害

（1）、帮助幼儿了解火灾的危害

“你看到些什么？火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

（2）、教师小结：火不仅能烧毁房子，烧伤人，还会烧毁森
林，污染空气。



3、引导幼儿了解预防火灾的方法，认识“防火”标志

（1）、告诉幼儿蚊香不能靠近容易着火的物品

（2）、告诫幼儿不能随便燃放烟花爆竹

（3）、告诫幼儿不能玩未熄灭的烟头，见了未熄灭的烟头应
及时踩灭。

（4）、引导幼儿认读“严禁烟火”的标志

4、引导幼儿了解几种自救的方法

“万一家里着火了怎么办？”

“如果看见公共场所着火了，怎么办？”

5、幼儿相互模拟各种自救的方法

防火安全教案中班反思总结篇二

（１）了解火灾发生的几种原因，知道在平时生活中不能随
意玩火，培养学生的防火意识。

（２）知道火警电话“１１９”，以及拔打的正确方法。

（３）学习几种火场逃生的方法和技能，提高学生的自我保
护能力。

（１）了解火灾的发生的几种原因。

（２）知道火警电话“１１９”及学习正确拔打。

（３）学习几种火场逃生的方法和技能。



（１）学习几种火场逃生的方法和技能。

（２）学习拔打火警电话的正确方法。

我采用直观教学法，先设置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图片
寻找答案。此外，我们还适时采用了交流讨论法、赏识激励
法、游戏法、竞争法等层层深入、加以整合。

主要采用了体验法。活动中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引导学生是带
着问题去看一看，想一想，说一说，学一学等多种感官参与，
不知不觉就掌握了自救和互救的方法，提高了自我保护的意
识，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感。

（１）教师：

制作课件、下载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编写儿歌

（２）学生：

搜集消防安全知识、方法和宣传语

为了把学得的知识进一步深化、巩固和延伸

到生活中去，并服务于生活，我我设计了这

样一些课外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学生和家长

小手拉大手，一起参与以下亲子活动。

1、办一期消防安全手抄报

2、消防安全征文比赛

3、消防安全绘画展览



4、设计一份消防安全教育的广告词

面对火灾，我不怕！

勇敢面对沉着镇定

应对法宝：火警119

自救：有险逃生

互救：众志成城，共度难关

防火安全教案中班反思总结篇三

1、经验准备：与家长取得联系，帮助宝宝一起寻找一些有
关"消防"的图片、资料。

2、材料准备：消防图片若干或幻灯、消防车图片、电话机。

1、出示玩具消防车，吸引幼儿兴趣。

师：这是一辆什么车？它的用途是什么？

2、出示人为火灾、自然火灾师图片，教师介绍发生火灾原因。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火灾是怎么来的？我们一起来看下

3、师幼共同讨论逃生办法师：那小朋友知道发生火灾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4、小结

(1)发生火灾时应该设法逃离现场。

(2)知道消防电话：119。报警时要告诉消防叔叔火场的具体



位置，自己不会要立即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

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头或匍匐靠墙边前进，避开
烟雾，迅速离开火场。

教学过程中，幼儿积极配合，认真尝试，在自主练习里获取
了经验，又在集体练习里感受到了快乐和喜悦，达到寓教于
乐的目的，教学目标也得到了圆满的完成。

设计意图

消防员是我们生活中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勇敢、坚强、奉
献、执着，哪里有火灾，哪里有险情，他们总是第一个冲上
去。在孩子们的眼中，消防员叔叔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带
领孩子参观消防员中队，孩子对消防员叔叔的.工作以及消防
设备有初步的了解，教师让幼儿回顾参观消防中队的情景，
再次激发幼儿对消防员叔叔的向往之情，让幼儿在活动中体
验消防员叔叔工作的辛苦，鼓励幼儿学习消防员叔叔不怕辛
苦、乐于助人、勇敢顽强的精神。

防火安全教案中班反思总结篇四

生活中存在着潜在的火灾危险。幼儿园孩子年龄小，缺乏生
活经验和自我保护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发生烧伤、烫
伤等意外伤害。因此培养他们的防火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使他们掌握相关防火常识及几种自救逃生的方法十分必要。
除了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随机教育外，有
必要组织一次专门的教育活动，让幼儿懂得如何防火、如何
自救、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为此我选择了《防火知多少》这
个教学活动，从而真正体现将教育生活化，生活教育化的精
神。

1、让幼儿了解防火知识，懂得火不能玩，有基本的安全知识。



2、让幼儿了解火灾发生的几种简单原因，懂得如何防范。

3、初步掌握几种自救逃生的方法及技能，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重点：了解防火知识，懂得火不能玩，有基本的安全知识。

难点：初步掌握几种自救逃生的方法及技能，提高自我保护
能力。

消防标志，火灾逃生视频，毛巾，消防警报铃声

（一）谈话引出话题

提问：视频里讲了一件什么事？发生火灾会怎么样？幼儿讨
论

小结：大火能够烧毁房屋，让人无家可归，大火也能烧毁森
林，让动物们没有家园。大火还能烧死人和动物，让人和动
物失去生命；大火发生时会产生大量的浓烟，浓烟会造成大
气污染。

（二）讨论：如何预防火灾的发生？

师：小朋友们，火灾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那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避免火灾的发生呢？

小结：小朋友自己不能随便玩火；还要提向家长点燃的香、
蜡烛要远离容易着火的物品；燃放烟花爆竹是要到指定的地
点；不能玩未熄灭的烟头，见了未熄灭的烟头要及时踩灭；
不能随便玩电、插头、插座等。

（三）讨论：发生火灾了，怎么办？

师：小朋友，想出了这么多的办法来逃生，那小朋友你的办
法都在什么情况下用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视频《发生火灾，



怎样逃生》。教师和幼儿一起学习正确的自救方法。进行模
拟练习。

小结：当小火苗时，用水泼、用沙盖、用脚踩灭；大火时,要
以最快的速度用毛巾捂住口鼻，弯腰贴墙从紧急出口逃离，
然后要拨打火警电话“119”告诉消防员叔叔：火灾发生的地
点、着火的物品、火灾的大小。

如果浓烟太大时就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请进，火势挡住
逃生的门口时，用湿布塞住门缝，再用鲜艳的布料在窗口呼
救或大喊救命切不可从窗户往下跳。

（四）安全演练

师：小朋友们可真厉害，个个都是防火小能手，长大一定能
当消防员，咦，听，什么声音？呀，不好了，火警警报响起
来了，肯定发生火灾了，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安全逃离。

学唱《消防拍手歌》

活动目标：

1、知道消防电话119，并初步了解什么是消防。

2、结合日常生活，知道一些消防常识。

3、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防火安全教案中班反思总结篇五



1、知道森林防火的重要性，懂得护森林，保护环境，热爱自
然。

2、让小孩了解森林火灾发生的原因，以及森林火灾的危害。

3、学习森林防火安全知识，初步掌握基本自救逃生的方法及
技能。

森林防火的课件、故事《森林着火了》

一、出示图片：

提问：

1、这是什么地方？（森林）

2、这么美丽的森林，我们应该怎样来保护它呢？

二、观看森林防火的课件，了解引起森林火灾的原因以及森
林火灾的危害。

（出示森林失火的图片）

提问：

1、看到图片你有什么感受？

2、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森林火灾？

3、森林火灾会引起哪些严重后果？引导小孩用语言讲述自己
看到的图片。

三、组织小孩讨论山林火灾的.防护，对小孩进行护林防火安
全知识教育。



1、怎样才不会引起山林火灾？

（1）清明节扫墓时，要特别注意在燃烧的香烛纸钱，防止火
星吹到其它地方引起火灾。

（2）不能在山上点火、玩火。

（3）不能在山上把放烟花炮仗。

（4）不要私自在野外进行野炊、烧烤等活动，以防引发山火。

2、看见山林出现着火现象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四、讲述故事《森林着火了》，激发孩子从小养成爱森林，
爱自然的好习惯。

防火安全教案中班反思总结篇六

1、通过亲身体验，懂得火不能玩，有基本的安全知识。

2、初步形成自我保护能力。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一、认识火警电话119

饭后散步活动时，波波透过院墙看见焚烧树叶的烟，他大叫
起来：“老师，着火了!”我没有直接理会，而是弯下腰来问
他：“你怎么知道着火了？”我们的交谈吸引了其他幼儿，
有的幼儿呈现紧张表情，有的幼儿紧张大叫(这说明幼儿已有
初步的自护的意识)。为保护幼儿这意识，并在随机中对幼儿



进行安全教育，我立刻蹲下来和幼儿聊了起来：“着火了我
们该怎么办呢？”幼儿的回答是找消防叔叔，打110，甚至有
的幼儿还真的表演起来。“消防电话到底是多少呢？”幼儿
的回答各种各样：有120，有110，就是没有119。

这说明：

(1)平常的安全的教育还是有效的。

(2)实际联系不够，需要在随机教育中加以强化，做到不但有
意识，还能助帮幼儿形成自护能力，尽能力离开火源，找大
人寻求帮忙。我立刻在地上用石头写了大大的119，并告诉幼
儿：这是火警电话119。你们还小，当有火灾时，你们要赶快
离开，告诉大人请他们帮忙。

二、初步感知火的危害和益处

我便带幼儿去观察火源，让幼儿略知火有好处，也有坏处。
看到枯叶还在燃烧并发出很多烟，幼儿的反应还是以为真的
着火了，需要请消防叔叔，打119电话。我进一步引导幼儿观
察：“烧的是什么？为什么烧它？烧了有什么用处？这种火
有没有危害吗？”幼儿七嘴八舌，我相信他们已经明白这种
火的意义。

三、进一步感知玩火所带来的危害

正好前面有一片枯草被调皮男孩烧掉，我趁势带他们来到此
处观察，“这一大块黑黑的地方怎么了？周围的草漂不漂亮？
柔软不柔软？”引导幼儿明白随意玩火的危害。

回来的路上，还讲了一发生在大哥哥身上的事，由于玩火，
点着了稻草堆，引燃了房屋，最后是在消防叔叔和大人的帮
助下这场火才被扑灭，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我相信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中已经种下了安全意识的种子，使他们明辨是非，



知道什么能玩，什么不能玩，知道如何自护。

活动目标：

1．练在梯子上走、跑、跳、爬等基本动作。

2．通过游戏学两人合作抬担架在梯子的横档上走，发展平衡
协调能力。

3．发扬团结合作，勇敢向上的精神。

4．初步了解消防的小常识。

5．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小竹梯两人一个、大竹梯四个，稻草人若干个，垫子若干，
消防员图片一张。

一、我是小小消防员

1．出示图片，师：这是谁？消防员是干什么？消防员要去救
火，要学会许多本领。今天我是消防队长，请小朋友做消防
员，我们到场地上去连本领吧？（带幼儿围场地跑两圈，听
音乐做运动）。

二、消防集训

1．出示梯子。师：我们训练场上有什么？梯子有什么用？我
们消防员救火的时候也需要用到梯子，所以我们要在梯子上
演练好各种本领，下面请消防员到梯子上自由演练，你可以
在梯子上演练走、跑、跳、爬各种本领，练得时候要注意安
全，练完后请你来告诉大家。

2.第一次探索梯子的玩法。



3．幼儿介绍梯子的各种玩法。（请你来介绍一下你刚才练了
什么本领？）请幼儿先说，在示范。

4（刚才我们练了很多本领，现在请跟队长一起来演练一下。）
师带幼儿梯子上作循环运动。演练了走（空档走、踩横档走，
单边双脚交替走）、跑（梯上跑、空档间隔跑）、跳（单脚
跳、双脚跳、）、爬（上正行爬、梯上侧行爬）。

三、救护伤员演习

2．个别幼儿示范演练。（师要讲一下正确的抬法。）两个人
分别抬着梯子的两头，然后按统一方向走。

3．集体演练。（演练完后师问：你们在演练的时候有没有发
生什么问题，两个人要合作好。）

4．组织幼儿在梯子上演练。（我们在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如果
遇到楼房里着火了，就需要用到梯子，所以我们要在梯子的
横档上演练抬担架，演练的时候前面的一个人要慢一点，两
个人要步调一致，还要注意安全，好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演练
了。）

5．交流两人合作抬担架在梯子的横档上走的经验。（有没有
出现什么问题）

6．把梯子一面抬高，师：梯子有什么变化？

7．演练在抬高的梯子上两人合作抬担架走。（走的时候要用
到我们刚才学的本领，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摔跤）

8．交流在抬高的梯子上两人合作抬担架走的情况。（你们刚
才两个人合作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你们都
演练的很棒，希望你们以后在救火的时候要把这些本领都拿
出来好吗？）



四、游戏“勇敢的消防员”

2．师讲解救伤员的方法：两个消防员抬着担架走过梯子，到
着火的房子里把伤员放在担架上，再从梯子上走下来，注意
走的时候要小心，不能把伤员从担架上摔下来，自己走梯子
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两个人要团结合作，一起完成任务。

3．幼儿开始游戏，两人合作抬担架把伤员救出来。

4．游戏结束,评价游戏情况，幼儿听音乐将梯子抬回营地。

在我组织开展的这次活动中，幼儿的情绪一直处于积极的状
态，消防员是他们心里的骄傲，能帮助别人，让自己也变得
像消防员一样的勇敢是小朋友投入游戏的出发点，整个训练
过程中没有孩子出现意外，这个活动在幼儿积极主动的学习
气氛中开展得很成功。反思此次活动，有成功之处，也看到
了自己在设计活动中的不足，以后的活动都应认真准备，为
幼儿提供更好的更完善的游戏活动。

防火安全教案中班反思总结篇七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学生的安全教育是学校的头等大事，
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火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就
会给人们带来危害。所以对学生进行防火知识和安全的教育
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老师的职责.通过本节课的学习相信孩
子们消防安全意识都会有所提高，孩子们懂得了火灾虽无情,
但很多时侯火灾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预防的,学生知道了用
自己所学知识如何有效的保护自己，避免火灾的发生。

防火安全教案中班反思总结篇八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2、初步掌握几种自救逃生的方法与技能，知道拨打火警电
话119，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3、让幼儿了解火灾发生的几种原因，懂得如何自我保护。

活动准备：

1、一幼儿扮“火大王”。（头戴火头饰，身穿红衣服，披着
红披肩）

2、蜡烛固定在瓶子里幼儿每人一根；玩具电话每人一部；湿
手绢放于盆里。

3、幼儿操作材料：硬纸板、一瓶水若干、

4、课件；消防车的声音。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一幼儿扮“火大王”，引起幼儿兴趣，导入活动。

“我是火大王，我的本领可大了，我能烧坏房屋、烧坏树木，
我谁也不怕，哈哈哈！”

二、基本部分：

1、放火灾课件，引导幼儿观看。

师：“小朋友，刚才火大王说它那么厉害，咱们看看它有多
厉害？”



2、引导幼儿分析、讨论引起火灾的几种常见原因。

师：“大火这么可怕，那火灾是怎样发生的？（幼儿讨论）
那我们应该怎样避免发生火灾呢？（幼儿讨论）师简单小结。

3、引导幼儿讲述自救的方法。

师：“假如，着大火了你会怎么办呢？（个别讲述、表演）

师小结几种自救方法：用湿毛巾掩住口鼻，弯腰逃生；大声
呼救；如果衣服着火了，在地上打滚灭火；拨打119火警电话
等。

4、教幼儿拨打火警电话。

师：“有的小朋友说拨打119火警电话，那应该怎样拨打火警
电话呢？（请一幼儿上来演示）拨打火警电话时应先说，叔
叔，你好！我叫什么，我家住在哪里？请幼儿练习拨打火警
电话119。

放课件，出示消防队员灭火情景。（大家看，拨打火警电话
后，消防叔叔及时赶到就把大火扑灭了。小朋友，你们现在
都会拨打火警电话了，但咱们能不能随便拨着玩呢？对，不
能随便拨打火警电话。

5、幼儿操作：小实验：将蜡烛熄灭。

师：“刚才我们知道了发生大火时的一些自救的办法，那着
小火时应怎么办呢？老师给每位小朋友准备了一根蜡烛，它
就代表小火，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能灭火的材料，现在
小朋友你自己选择一种方法快将火扑灭吧。大家都是用什么
方法把火扑灭的呢？（请幼儿讲述）

教师小结：小朋友，小火就能引起大火，所以我们不能随便



玩火。

三、结束部分：

出示着火图片和消防声音，让幼儿用湿毛巾掩住口鼻快出教
室。

师：“假如，我们教室里着火了，浓烟滚滚，让我们逃出去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