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全教育不跟陌生人走小班的教
案反思 小班不跟陌生人走安全教育教

案(通用8篇)
教案是教师制定的一种教学计划，它包含了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制作初三教案时，不妨参考
一下以下范文，或许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

安全教育不跟陌生人走小班的教案反思篇一

1.知道不能随便相信陌生人，更不能跟陌生人走。

2.理解故事内容，明白不能让陌生人随便进门。

3.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

《小兔乖乖》故事课件;墨镜一个，糖果若干。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景，让幼儿明白不能跟陌生走的道理。

1.情景试探幼儿。

幼儿在户外站队准备活动，本班教师暂时离开幼儿。执教老
师戴墨镜扮演陌生人，用糖果来吸引幼儿，试探能否带走幼
儿。

2.根据幼儿的表现进行谈话。



幼儿回活动室坐好，执教老师介绍自己，告诉幼儿不能随便
相信陌生人，更不能跟陌生人走。

二、结合故事进行安全教育。

1.播放故事课件，幼儿观看。

师：故事的名字是什么?故事中有谁?发生了什么事?

2.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学说相应短句。

三、小结性谈话。

让幼儿懂得不跟陌生人走，不让陌生人进家门，要有自我保
护意识。

活动延伸与建议

1.结合故事内容进行分角色表演。

2.家长带幼儿外出时提醒幼儿要一直跟家长在一起，不能轻
易相信陌生人，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

安全教育不跟陌生人走小班的教案反思篇二

1.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跟陌生人走。

2.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处的方法。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1.有关的图片四张。

2.请一位幼儿不认识的阿姨扮演陌生人，并设置表演情境。

3.玩具、果冻、巧克力。

一、故事《沙沙和陌生人》

1.讲述故事《沙沙和陌生人》：变色龙沙沙独自在院子里玩，
这时一个陌生人问他公园怎么走，沙沙有礼貌地告诉了他该
怎样走，陌生人非常感谢沙沙。回到家里，沙沙把这件事告
诉了妈妈，妈妈说：“沙沙，你做得对!不过还有一些事情你
要多加注意。”沙沙连忙问妈妈：“还有什么事情应该注意
的呢?”

2.集体讨论：

(1)妈妈为什么说沙沙做得对?

(2)我们来猜猜妈妈还对沙沙说了哪些应该注意的事情?

3.出示图片：

图一：陌生人要你跟他出去玩时，你不能跟他一起去。

图二：陌生人给你礼物或好吃的东西时，你不能要。

图三：陌生人要去你家时，你不能带路。

图四：陌生人硬拉你跟他走时，你要反抗，大声呼救。

二、情境练习情境一：一个陌生的叔叔对一位小朋友
说：“小朋友你真可爱.我请你吃果冻。”接着又拿出玩具给
他玩。



集体讨论：能不能接受陌生人的礼物，应该怎样对他说?

情境二：一个陌生的`阿姨敲门进入教室，对某幼儿说：“我
是你妈妈的好朋友，她今天没有教师提醒：(1)你认识她
吗?(2)如果你不认识她.能不能轻信她的话?(3)那你应该怎么
对这位阿姨说?教师小结：对待陌生人要有礼貌，但不能轻易
相信他们的话，尤其是不能跟陌生人走。

三、选择游戏(每题分a、b两个答案，幼儿站在认为正确的答
案那一边)

1.陌生人就是坏人吗?

a.陌生人就是坏人。b.陌生人不一定是坏人。

2.能不能跟陌生人走?

a.能去公园和游乐场。b.不能去任何地方。

3.有个认识的阿姨想带你出去玩。

a.可以和她去。b.必须先告诉爸爸妈妈。

4.有个不认识的叔叔给你东西吃：

a.巧克力、果冻不能吃，饮料可以喝。b.什么都不能吃。

5.下大雨时一个陌生人说用车送你回家。

a.先说谢谢再上车。b.不能上车。

6.陌生人问你的名字.家里有谁.能不能告诉他?

a.只能告诉名字，不能告诉他家里有谁。b.什么都不能告诉他。



四、结束活动

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成人，遇到陌生人不能轻信。

这个活动主要是让孩子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跟陌生人走后
会有危险。所以我们通过模拟的形式先让幼儿在晨间活动中
有所“体验”，结果的确有孩子跟陌生人走了，通过这一情
境的模拟，把它拍成了视频，事后让幼儿自己去看，让幼儿
明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容易被陌生人骗走，怎么保护自己。

安全教育不跟陌生人走小班的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

2、模拟体验离园情景，知道老师叫到名字，再站起来有礼貌
地离园。

活动准备：

一位陌生人由其他班教师扮演，零食若干。

活动过程：

1、情景体验：陌生人走进班里来接小朋友

陌生人：我接毛毛和东东

这两位幼儿坐着不动，怀疑地看着陌生人。

陌生人：我是你们妈妈的同事，跟我走吧我把好吃的都分给
你们，好吗?(拿出包装漂亮的糖果、薯片等)这时毛毛和东东
走向陌生人。又有几个幼儿要陌生人手里的食品。



陌生人：还有谁想跟我走?我们还要去游乐园!(又有两个幼儿
跟着陌生人走)

教师：(拦住)你们干什么去啊?你们认识她吗?

幼儿摇摇头。

教师：这位阿姨，你知道这些小朋友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陌生人：不知道。

教师：你知道小朋友的家住在哪里吗?

陌生人：不知道。

教师：这位阿姨，不认识你们的妈妈，不知道你们的家住在
哪里，你们还跟她走吗?

幼儿：不能(小朋友纷纷走回了自己的坐位)。

2、提问引导：

教师：为什么不能跟她走呢?

幼儿：她不认识我的妈妈。

幼儿：她不认识我的家。

幼儿：我妈妈说：坏人会把小孩卖到农村，不让回家。

教师：阿姨要是给你们糖吃，你跟她走吗?

幼儿：不走。

幼儿：好吃的东西可能有毒药。



教师：阿姨带你们去游乐场玩，你去吗?

幼儿：不去。

3、小结

幼儿：等爸爸、妈妈来接。

教师：对!只有等到爸爸妈妈或家里人来接才能走，爸爸妈妈
没来的时候不要急，要跟老师在一起。如果爸爸妈妈都来接
时，你们也不要急，要等老师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后，叫到你
的名字才能离开座位去找爸爸妈妈。

4、教师自然引出儿歌《妈妈没来我不急》，引导幼儿一起朗
诵。

5、幼儿模拟体验离园情景，等教师叫到名字后才能站起来离
开位置，自然走到操场里游戏，活动自然结束。

附儿歌：《妈妈没来我不急》

幼儿园，大门开，

爸爸妈妈都来接。

毛毛妈妈没有来，

急得毛毛哭起来。

陌生人，走过来，

千万不要去理睬。

别乱跑，慢等待，



爸爸妈妈一定来。

安全教育不跟陌生人走小班的教案反思篇四

1、引导幼儿认识头部的外部形态，知道五官的名称和功能。

2、培养初步的自我保护能力，知道不把异物放在嘴、鼻、耳
中。

3、激发参与活动的兴趣。

操作卡三张、香水、铃鼓。

一、游戏：《指五官》。认识眼睛、耳朵、鼻子、嘴巴。

1、用游戏的形式请幼儿指一指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嘴
巴。

师：今天呀徐老师想和小朋友玩个"指五官"的游戏，老师说
什么，小朋友就指什么。准备好了吗？（鼻子、耳朵……）
现在老师的速度要加快了，看看谁指的又快又准确。小耳朵
竖起来，听仔细了（眼睛、嘴巴……）小朋友真是聪明，难
不倒你们，这样吧，我们交换一下，你们说，老师来指，好
不好？（鼻子、嘴巴……）

二、通过操作活动，了解五官的功能。

1、用五官了解桌子上有那些东西。

幼儿操作后，提问：桌子上有什么？你是怎么发现的？

教师小结：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本领真，眼睛能看到了
篮子里有很多的东西，鼻子能闻出了毛巾、清新剂是香的，
耳朵能听出了八宝粥瓶子里有东西，小球能够发出声音来。



那么我们的嘴巴有什么用呀？（可以吃东西、讲话），我们
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本领真，它们各有各的本领。

三、观察操作卡，知道要保护自己的五官。

师：徐老师还给小朋友带来的一张好看的图片，你们想不想
看。（想）出示操作卡一；提问：图片上有谁？他们在干什
么？他为什么肚子痛？（师：对了，这个小朋友因为吃了不
干净的东西，所以肚子痛了。）

师：老师这里还有二张好看的图片呢？你们想不想看？（想）
那先闭上你们的小眼睛等老师数到三再睁开来。出示操作卡
二、三；师提问：他们在干什么？医生为什么要小朋友看耳
朵和鼻子？（因为他把东西塞到了耳朵和鼻子里，结果怎么
样？结果只能上医院去找医生忙拿出来了。）我们小朋友可
不能学他们，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五官，不能吃那些不干净
的东西，不能把东西塞到鼻子和耳朵里。我们的眼睛呢？你
们知道不知道应该怎样来保护它呢？（不能用脏东西揉眼睛，
不能看很长时间的电视，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四、音乐游戏《我的好朋友》。

师：现在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我的好朋友"的游戏，请小朋友
找个空一点的地方，和好朋友一起玩游戏吧！

活动延伸：粘贴五官。

安全教育不跟陌生人走小班的教案反思篇五

1. 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跟陌生人走。

2.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处的方法。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家人，遇到陌生人不能轻信。

1.有关的图片。

2. 请一位幼儿园不认识的老师扮演陌生人并设置表演情境。

3. 玩具、巧克力、果冻。

一.安全演练

1.教师扮羊妈妈，告诉幼儿要出去找好吃的，请幼儿在家等
妈妈回来，如果有陌生人来，不要离开家。请一个陌生的老
师扮老狼来引诱幼儿。

2.集体讨论：

(1)：妈妈出门前怎么说的?

(2)：老狼来了是怎么说的，宝宝又是怎么做的?

3.出示图片。

图一：陌生人要你跟他出去玩玩，你不能跟他一起去。

图二：陌生人给你礼物或好吃的时，你不能要。

图三：陌生人要去你家时，你不能带路。

图四：陌生人硬要拉你跟他走时，你要反抗，大声呼救。

二.情境练习三.

情境一：



情境二：

一个陌生的阿姨敲门进入教室，对某幼儿说："我是你妈妈的
好朋友，她今天没有空来接你。让我送你回家，跟我走吧。"
老师提醒：

(1)你认识她吗?

(2)如果不认识她，能不能轻信她的话，尤其是不能跟陌生人
走。

四：活动延伸 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家人，遇到陌
生人不能轻信。

由于小班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薄弱，辨别能力也比较缺
乏。因此，我们开展了健康活动《不跟陌生人走》我把目标
定为：1、通过情境活动，让幼儿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2、
教育幼儿学会保护自己。3、初步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根据小班幼儿的思维特点是具体形象性的，所以我在活动开
始时设计了情景表演，幼儿通过观看情景表演，对陌生人有
了较深刻的了解，知道了不认识的人就是“陌生人”。并知
道了不能跟陌生人走。

第二环节是让幼儿解拒绝陌生人的方法。幼儿观看幼儿用书，
这三幅图片我是通过三种不同形式来进行教学的。第一幅我
让幼儿看后个别回答，并通过师生共同表演对话来巩固丽丽
拒绝陌生人的话。第二幅我让幼儿看后讨论：如果你碰到这
种事情，你会请谁来帮忙?第三幅我让幼儿来判断奇奇做得对
不对?进一步巩固了拒绝陌生人的方法。

本节活动下来小朋友都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但是真的遇到
这种情况的话，我相信小朋友都不会、不知道怎么应对，我
还问了小朋友有关家里的情况，比如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



没几个小朋友能回答的出来。如果能有一次真的表演，那样
更能让幼儿印象深刻，也达到了本节课的要求。

安全教育不跟陌生人走小班的教案反思篇六

1、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

2、模拟体验离园情景，知道老师叫到名字，再站起有礼貌地
离班。

一位陌生人由其他班教师扮演，零食若干。

陌生人：我接毛毛和东东。

这两名小朋友坐着不动，只是怀疑地看着陌生人。

陌生人：我是你们妈妈的同事，我带来了许多好吃的，跟我
走吧，我把好吃的都分给你们，好吗？(陌生人拿出几个包装
漂亮的巧克力、薯片等食品)这时。毛毛和东东看到食物后马
上站起来，走向陌生人。又有四五个小朋友也跟着走向陌生
人，还有的小朋友伸手要陌生人手里的食品。

陌生人：还有谁想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还要去游乐场玩
呢！(又有两个小朋友站起来、跟随陌生人往外走。)

教师：(拦住)你们干什么去啊？你们认识她吗？

幼儿摇摇头。

教师：这位阿姨，你知道这些小朋友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吗？

陌生人：不知道。

教师：你知道小朋友们的家住在哪里吗？



陌生人：不知道。

教师：这位阿姨不认识你们的妈妈，不知道你们的家住在哪
里，你们还能跟她走吗？

幼儿：不能(小朋友们纷纷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2、提问引导

教师：为什么不能跟她走呢？

幼儿：她不认识我的妈妈。

幼儿：她不认识我的家。

幼儿：我妈妈说：坏人会把小孩卖到农村，不让回家。

教师：阿姨要是给你们糖吃，你跟她走吗？

幼儿：不走。

幼儿：好吃的里可能有毒药。

教师：阿姨带你们去游乐场玩，你去吗？

幼儿：不去。

3、小结

幼儿：等爸爸妈妈来接。

教师：对！只有等到爸爸妈妈或家里人来接才能走。爸爸妈
妈没来的时候不要着急，要跟老师在一起。如果爸爸妈妈们
都来接时，你们也不要着急，要等老师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后，
叫到你的名字才能离开座位去找爸爸妈妈。



4、教师自然引出儿歌《妈妈没来我不急》，引导幼儿一起朗
诵。

5、幼儿模拟体验离园情景。等教师念叨小朋友的名字后才能
站起来离开座位，自然走到院子里游戏。活动自然结束。

幼儿园，门儿开、

爸爸妈妈都接来。

毛毛妈妈没有来、

急得毛毛哭起来。

陌生人，走过来、

干万不要去理睬。

别乱跑，慢等待、

爸爸妈妈一定来。

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利用情景设置法，具体形象地创设
了真实情景，让幼儿通过亲身体验去感受跟陌生人走的危害，
使幼儿获得了有益的生活经验，达到了教育的目的。可以说，
整个活动自然化、生活化，提升了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并
能帮助幼儿逐步建立起良好的离园常规。

安全教育不跟陌生人走小班的教案反思篇七

1、知道不能随便离开老师或家长，不能跟陌生人走。

2、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1、请两位幼儿不认识的叔叔或阿姨扮演陌生人，并与之设置



好情境。

2、巧克力、玩具等。

1、讲故事《小华和陌生人》。

2、根据故事内容，组织幼儿进行讨论。

(1)小华为什么没有跟着陌生人走?

(2)小华是怎么说的?

3、情境练习：学习对付陌生人的方法，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
意识和能力。

情景一：一个陌生的阿姨敲门进教室，对某幼儿说：“我是
你妈妈的朋友，他今天没有空来接你了，让我来接你回家，
你跟我走吧。”

教师提示：你认不认识她?如果你不认识她，能不能跟她走?
小朋友都来想一想：某某应该对这位阿姨说什么?(让幼儿练
习：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我还是等我妈妈来接我吧。)

情景二:小朋友们正在草地上游戏，一位陌生的叔叔走过来，
对一位小朋友说：“小朋友真可爱，叔叔给你巧克力，我带
你去玩吧。”

1、陌生人给你的`东西能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

2、能不能随意接受陌生人的礼物?为什么不能?

3、集体练习一些委婉而礼貌的谢绝语。

4、结束：教育幼儿和陌生人打交道时也应该有礼貌。



安全教育不跟陌生人走小班的教案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能随便离开老师或家长，不能跟陌生人走。

2、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活动准备：

1、请两位幼儿不认识的'叔叔或阿姨扮演陌生人，并与之设
置好情境。

2、巧克力、玩具等。

活动过程：

1、讲故事《小华和陌生人》。

2、根据故事内容，组织幼儿进行讨论。

(1)小华为什么没有跟着陌生人走?

(2)小华是怎么说的?

3、情境练习：学习对付陌生人的方法，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
意识和能力。

情景一：一个陌生的阿姨敲门进教室，对某幼儿说：“我是
你妈妈的朋友，他今天没有空来接你了，让我来接你回家，
你跟我走吧。”

教师提示：你认不认识她?如果你不认识她，能不能跟她走?
小朋友都来想一想：某某应该对这位阿姨说什么?(让幼儿练
习：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我还是等我妈妈来接我吧。)



情景二:小朋友们正在草地上游戏，一位陌生的叔叔走过来，
对一位小朋友说：“小朋友真可爱，叔叔给你巧克力，我带
你去玩吧。”

教师提示：

1、陌生人给你的东西能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

2、能不能随意接受陌生人的礼物?为什么不能?

3、集体练习一些委婉而礼貌的谢绝语。

4、结束：教育幼儿和陌生人打交道时也应该有礼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