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安全教案着火了办反思(优
质8篇)

初三教案不仅要满足学科教学的需要，还要有利于学生的全
面发展和个性特长的展示。以下是一些经过实际教学检验的
高三教案实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幼儿园安全教案着火了办反思篇一

1、了解在不同场所遇到火灾后简单的自护、自救方法，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2、学习仔细观察画面，认真思考，尝试大胆讲述、辩护自己
的想法。

帮助幼儿将独特的见解融合、提升，实现从“认知建构”
到“认知冲突”最后到“机智转变”。

1、经验准备：听过消防车的警报声。

2、物质准备：“遇到火灾怎么办”的flash动画；消防车的警
报声录音，颁奖音乐；泼水、灭火器、人救火和119电话四个
立体标志：用于安全知识竞赛的题卡，贴有1和2的游戏牌：
游戏用的红花贴纸和选手竞争榜，安全卫士奖牌；电话两部，
安全通道标志；绿黄两种颜色的地垫。

1、导入

（i）师：欢迎来到安全小卫士训练营！我们要先训练。再比赛，
谁能顺利过关，就能获得安全小卫士的大奖牌。

（2）（播放消防车的警报声）师：听！这是什么声音？可能
发生了什么事情？



（3）师：遇到火灾怎么办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2、安全知识培训：遇到火灾怎么办

（1）播放动画第一场景，关键提问：“小朋友在户外发现房
子着火了，怎么办？”

互动环节一：出示代表答案的四个立体标志，幼儿选哪种答
案，便坐在这种答案标志的垫子上。关键提问：“哪种方法
能更快更安全地把火全灭掉？”

互动环节二：幼儿再次做出选择。

教师小结：在户外发现有东西着火了，用水浇和用灭火器都
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是小朋友，首先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最快最安全的`方法还是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消防员叔叔
能很快地将火扑灭，跑进火场灭火是很危险的事情，小朋友
不能做哦！

（2）播放动画第二场景前半段，关键提问：“油锅着火了，
煤气可能会爆炸，非常危险，小朋友该怎样保护自己呢？”

教师小结：遇到这种情况不能害怕、慌张，最好的保护自己
的方法就是赶紧从家里跑出去，再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3）情境模拟游戏：请幼儿模拟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教师小结：请记住拨打火警电话时一定要讲清楚着火地点的
正确地址，这样消防员们能迅速赶来灭火。提醒幼儿119火警
电话不能随便拨打。

（4）播放动画第二场景后半段，关键提问：“如果跑不出去，
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自己呢，”

教师小结：当家里着火了，跑不出去，应先拨打火警电话，



再迅速跑到离着火地点远的房间，先关好门，再打开窗户求
救，最后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蹲下等人来救。

（5）播放动画第三场景，关键提问：“哎呀！图书城着火了，
小朋友怎样又快又安全地跑出去呢？”

教师小结：公共场所发生火灾，不能慌，要顺着安全通道箭
头指示方向迅速跑出去。我们每到一个公共场所，首先要关
注安全通道标志，它能帮助我们迅速地逃生。请小朋友找找
我们所在现场的安全通道标志在哪里。

3、游戏：安全知识竞赛

（1）师：刚才小朋友学习了许多在火灾中怎样保护自己的知
识，现在我们的安全小卫士竞赛开始啦！

（2）教师交代玩法、规则。玩法：教师当考官，幼儿当参赛
选手，在身上贴好选手号，站在垫子外面。考官念防火知识
选择题，选手作答，如果选择1则站到号牌1的垫子上，如果
选择2则站到号牌2的垫子上。选择完后，考官公布正确答案，
答对选手将红花贴在竞争榜上自己的选手号下。最后看谁的
红花最多则获胜，给红花最多的选手颁发安全卫士奖。规则：
考官报完题后，选手不能说出答案，听到“请选择”时立即
选择要站的垫子，听到考官倒数5、4、3、2、1之后就不能改
变选择。

（3）带领幼儿游戏。

（4）宣布获胜者，播放颁奖音乐，颁发安全小卫士奖。

4、防火演习

（情景：突然警报拉响）师：“小朋友，不好了。这里可能
有危险，我们赶快撤离现场。”带领幼儿从紧急出口撤离。



附！安全知识竞赛题

a、小朋友若在火灾现场，你是救火还是撤离？（1、救火；2、
撤离。）

b、家中着火跑不出去了，小朋友跑到远离火的房间后要做的
第一件事是什么？（1、先关门不让烟进来；2、先开窗户呼
救。）

教师小结：应该先关门，这样烟就进不来，你才好去开窗呼
救。

c、在公共场所遇到火灾，用什么办法离开火场又快又安全？
（1、坐电梯；2、走楼梯。）

教师小结：烟雾、高温、热气很容易涌入电梯，电梯很可能
会出故障或变形而不能使用，所以走楼梯离开火场又快又安
全。

幼儿园安全教案着火了办反思篇二

1、通过活动，让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灭火方法，初步了解简
单的消防知识。

2、教育幼儿不玩火，避免发生火灾。

1、蜡烛2根，打火机一个，水、沙子、湿布、扇子等。

2、有关灭火的录像。

3、人手一份操作图片（图上画的是在着火的时候，几个小朋
友采取的不同的灭火方法）。

1、游戏：灭蜡烛教师出示蜡烛，点燃。



"请小朋友动脑筋想一想，用什么办法能把蜡烛熄灭呢？"幼
儿想出办法后，教师提供备有的材料，请幼儿到前面试一下，
教师小结。

2、讨论，"出现了火情，该怎么办？""现在天气干燥，如果
出现火情，我们小朋友该怎么办呢？"引导幼儿说出各种灭火
的办法。

教师小结；刚才小朋友想出的办法都不错，如果出现了火情，
我们可以用水泼灭火、用湿布扑灭火、用沙子灭火、用灭火
器灭火……但小朋友要记住，如果出现大火的时候，我们一
定要先拨打119电话。

3、请幼儿看录像。

"前几天，有个地方着火了，我们来看看他们想出的办法和我
们想出的办法一样不一样？"看完录像，提问："他们想到了
哪些办法？""哪些办法是我们没想到的？"（开窗，捂着嘴、
鼻跑出烟火区）。

教师小结：火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开窗，用水、沙子、
湿棉被、灭火器等灭火，火很大的时候，我们拨打119电话，
消防叔叔还没到，我们小朋友一定要把嘴巴、鼻子捂上，以
最快的速度跑出烟火区，学会保护自己。

4、幼儿操作"请小朋友看操作图片，图上画的是几个小朋友
在着火的时候采取的不同的办法，每幅图的左下方有一个圆
圈，你认为办法好的就在圆圈内打上"？"号。

讨论：用扇子扇，是不是最好的办法？

"小朋友想一想，爷爷、奶奶生炉子的时候，用扇子轻轻地扇，
火就越扇越旺了。如果火很大，用扇子扇来灭火行不行呢？
着火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



5、怎样避免火灾？

"一旦发生了火灾，对我们的危害特别大，房子没有了，人也
受伤了。那我们平时怎样做才能避免火灾呢？"幼儿讨论回答。

从本次活动中，我们应多站在孩子们的角度，为他们设计一
些更有价值的活动，以游戏的方式，让他们在玩乐中获得知
识的体验，如防雷、防电、防地震、防煤气中毒等，让孩子
们受益终身。

幼儿园安全教案着火了办反思篇三

1、了解基本的消防知识，学习火灾中简单的自救方法。

2、树立防火意识，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图片、投影仪、电视、湿毛巾与幼儿相同。安全出口一个。

1、教师出示投影仪展示图片，让幼儿自己说。

2、教师挑选几幅介绍。

教师小结：小朋友不能玩火、玩蜡烛、这些行为都是容易发
生火灾。现在马上要到清明节了，请小朋友提醒家长，在清
明节上坟点蜡烛、燃烧纸钱，在离开之前一定要扑灭火苗，
防止发生森林大火。

幼儿根据经验讲述，火灾发生后的几种处理办法。根据幼儿
讲述出示相关图片。

火灾发生后不要慌张，火警电话119；报告失火的详细地址，
在得到消防队的明确回答后，才可以挂电话。

教师和幼儿学习拨打119的电话，教师做接话员。要求幼儿说



清楚自己的所处位置。

除了报警，还需要做什么？（不要乘坐电梯、升降机、迅速
找到安全出口，离开火场。）

（1）用湿毛巾、湿布掩住口鼻，弯腰摸墙撤离。

（2）楼层着火，当人在二楼，应该一个个跟着走，不可拥挤
下楼。

（3）关掉煤气或切断电源。防止发生更大的爆炸。

（4）打开窗户，可以用鲜艳的颜色布条呼叫，寻求帮助。

（5）如果火已经烧到身上，应该就地打滚，跳到水中，或者
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苗，不能奔跑。

（6）教师小结：当火灾发生之后，小朋友千万不要慌张，要
保护好自己，迅速找到安全出口离开，在报警的时候要说清
楚自己的所处位置，在得到消防队的明确回答后，才可以挂
下电话。

情景：突然警报拉响。教师表现慌张，说："小朋友不好了，
幼儿园的失火，火灾发生了，我们赶快撤离现场。"提醒幼儿
不必慌张，就地找到可以帮助我们离开的用品。教师和幼儿
用湿毛巾、湿布掩住口鼻，弯腰摸墙撤离。

幼儿园安全教案着火了办反思篇四

我曾经看到一篇某饭店发生火灾的报道：当火灾来临时，住
在该饭店的中国人惊慌失措，匆忙外逃，致使多人被烟气熏
呛致死。而日本宾客沉着冷静的利用各种自救逃生方法，保
住了性命。



1、遇到火灾时能保持冷静的态度。

2、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自救方式。

3、认识消防工具及紧急出口标志。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知识储备：知道自己家的地址。

物质准备：电脑、课件、盆、毛巾、救生绳、手电筒、彩色
布

谈话法：以幼儿为主体，全方位调动幼儿的思维，使幼儿在
以有经验的基础上，由浅入深的了解火灾预防与自救知识，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煤体演示法：生动有趣的情节易引起幼儿浓厚的学习兴趣，
将不易见到的危险场面直观地呈现于幼儿面前，突出了教学
难点。

演练法：引导幼儿以正确的姿态和方式模拟逃离火灾现场，
掌握自救的本领。

游戏方式进入课题（放课件：消防车的声音）

师：在一个小朋友家里发生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起火了！
我们一起开救火车去灭火救人吧！

火灾自救

出示课件，创设情景：一小朋友家起火了



师：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小朋友都急哭了，怎么
办呀？快帮他想想办法吧！（引导幼儿运用已有经验说出自
救办法）

探索各种自救的方法和工具的使用 鼻口捂住湿毛巾，看清路
标往外跑（课件：安全出口）

示范讲解正确的逃生方法：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有毒气
体吸入体内。弯曲身体是因为烟往上升，低处烟会少些。
（请幼儿来模仿动作）

选择躲藏地方求救：

师：如果已经逃不出去了，应该躲到什么地方最安全？（幼
儿讨论）

出示课件：大的有窗户的房间（点击出现物品：电话、盆、
毛巾、手电筒、绳子、 彩色布等）

小的无窗户的房间

教师小结：我们应该躲到远离火源，较大的有窗户的房间，
那样方便我们向外求救，大房间还可以供给我们多的氧气。

电话报警（119）：师生模拟电话报警，要求幼儿说清楚自己
家的地址。

电话不通如何向外求救？

手电筒：夜间用闪烁手电筒的方式求救。

彩色布：白天向外晃动彩色布求救。

绳子：在情况十分紧急之下，如果起火的是三层楼以下可以
用绳子，一端捆牢固，沿绳子爬下。



其它自救方法

安全知识提升教育（出示课件：火灾教育儿歌） 火灾起，怕
烟熏， 鼻口捂住湿毛巾。

身上起火地上滚， 不乘电梯往下奔。

阳台滑下捆绳索， 盲目跳楼会伤身。

看课件，说防火，认识消防工具

提问：发生火灾可真危险，那么怎么防止火灾发生呢？

四个场景：小朋友在家不玩火、大人不乱扔烟头、煤气使用
后要关闭、电器用后要切断电源。

认识消防工具：救火车、灭火器、消防栓、云梯。

小结：这些物品是消防员在灭火时的工具，它们对灭火有很
大的用处，小朋友在楼道内看到这样的物品可不要乱动哦！

模拟演练：（逃离火灾现场）

师：小朋友懂得的可真不少，现在我们带着这个小朋友，沿
着安全出口手捂湿毛巾弯腰逃离火灾现场吧！

找找我们身边常见的消防工具，和同伴谈谈如何防止火灾的
发生。

本次活动充分运用了现代教育手段，将有关火灾场景、安全
标志、自救方法、消防工具等幼儿不易觉察的防火，自救内
容形象、直观的展现在幼儿面前。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充分
尊重幼儿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谈话、演练等方式，丰富了
幼儿的语言，调动了幼儿的思维，并以儿歌的方式巩固提升
了幼儿防火自救知识。



幼儿园安全教案着火了办反思篇五

1．通过游戏使幼儿懂得防火的粗浅知识和自救的能力。

2．在讲讲，议议中培养幼儿大胆清楚地讲述自己的想法。

3．提高幼儿思维的敏捷性。

4．活动中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和帮助别人的快乐。

避免火灾的发生

在火灾发生时，保护自己的方法

1．幼儿收集火灾的案例及录像

（一）导入

1、（消防车的声音）听，这是什么声音？发生了什么事情？

2．夏老师在以前正好录过一场火灾的录像，我们一起来看看
当时的情景。（幼儿观看录像）

3．我们小朋友讲讲看怎么会引起火灾的？（幼儿讨论）

（二）避免火灾的发生及自救的方法

1．假如我们小朋友碰到火灾了，那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
（拨打火警电话119；赶快离开现场，到邻居家呼救；用湿毛
巾捂住口鼻，以免被浓烟熏着晕倒；走安全出口等）

2．现在请我们小朋友把你们的方法按照次序都画下来。（小
组合作，有一个幼儿画）

3．请每组的派一名幼儿上来把他们画的方法讲给其他幼儿听。



4．刚才我们每组小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打火警电
话“119”，那应该怎样正确的拨打“119”呢？现在夏老师
扮演消防员，你们谁来试试来打电话呢？（幼儿试打电话）

教师小结：我们应该记住拨打火警电话时一定要讲清楚你家
的正确地址，这样可以让消防员们迅速赶到你家来灭火。

近期对于幼儿的安全问题放在了幼儿园工作的首位，而家长
们忙于自己的工作常常让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呆在家里，因此
如何能让孩子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呢？他们在事故发生时也特
别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孩子比起成人来说，他们的运动能
力和对付危险的能力大大不足。火灾是幼儿生活周围经常发
生的事，如果在事故中幼儿不会保护自己，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让幼儿学会在火灾事故中保护自己的生命显得由为重
要。

有必要让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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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幼儿的防火意识，学习拔打119火警电话
的正确方法及几种火场逃生的方法和技能。所以，我认为:选
择此课题有意义非常重。就如：《纲要》中所说：“既符合
幼儿的现实需要，又利于其长远发展，既贴近幼儿的生活，
选择感兴趣的事物或问题，又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
因此，次活动来源于社会生活，又能服务于幼儿的生活。小
朋友对119火警电话都比较熟悉，但有的号码就不是很熟，今
后要多向他们介绍这方面的知识。

幼儿园安全教案着火了办反思篇六

1、了解基本的消防知识，学习火灾中简单的自救方法。

2、树立防火意识，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准备：图片、投影仪、电视、红布、湿毛巾与幼儿相同，玩
具枪一个。安全出口一个。



1、教师出示投影仪展示图片，让幼儿自己说。

2、教师挑选几幅介绍。

教师小结：小朋友不能玩火、玩蜡烛、这些行为都是容易发
生火灾。现在马上要到清明节了，请小朋友提醒家长，在清
明节上坟点蜡烛、燃烧纸钱，在离开之前一定要扑灭火苗，
防止发生森林大火。

教师实验幼儿观察后回答。

教师小结：当火刚刚烧起来，可以用破衣服去扑灭，也可以
用沙、浸水的棉被盖住，隔绝空气灭火。

幼儿根据经验讲述，火灾发生后的几种处理办法。根据幼儿
讲述出示相关图片。

1、报警：火灾发生后不要慌张，火警电话119;报告失火的详
细地址，在得到消防队的明确回答后，才可以挂电话。

教师和幼儿学习拨打119的电话，教师做接话员。要求幼儿说
清楚自己的所处位置。

2、逃生方法。

除了报警，还需要做什么？（不要乘坐电梯、升降机、迅速
找到安全出口，离开火场。）

3、怎么离开火场？

（1） 用湿毛巾、湿布掩住口鼻，弯腰摸墙撤离。

（2） 楼层着火，当人在二楼，应该一个个跟着走，不可拥
挤下楼。



（3） 关掉煤气或切断电源。防止发生更大的爆炸。

（4） 打开窗户，可以用鲜艳的颜色布条呼叫，寻求帮助。

（5） 如果火已经烧到身上，应该就地打滚，跳到水中，或
者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苗，不能奔跑。

（6） 教师小结：当火灾发生之后，小朋友千万不要慌张，
要保护好自己，迅速找到安全出口离开，在报警的时候要说
清楚自己的所处位置，在得到消防队的明确回答后，才可以
挂下电话。

情景：突然警报拉响。教师表现慌张，说：“小朋友不好了，
幼儿园的失火，火灾发生了，我们赶快撤离现场。”提醒幼
儿不必慌张，就地找到可以帮助我们离开的用品。教师和幼
儿用湿毛巾、湿布掩住口鼻，弯腰摸墙撤离。

幼儿园安全教案着火了办反思篇七

1、向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增进幼儿安全防火意识。

2、引导幼儿燃烧现象，了解火的性质、用途及危害。

3、一旦发生火灾，要知道如何自我保护和如何自救。

4、锻炼幼儿的团结协作能力。

5、体验人多力量大，同伴间应该相互合作的情感。

发生火灾时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能力

纸、蜡烛、火柴、大中小玻璃杯、电话、湿毛巾、毛巾被等。

开始环节：老师出示一张纸和火柴，提醒幼儿注意观察纸被



点燃后的情形，注意火焰的颜色感知火发出的光和热，让幼
儿在火附近伸手烤一烤，说说自己的感受。

提问：火还能燃着哪些东西？（布，木头、汽油、酒精、蜡
烛等）

基本环节：知道了火能发光发热，组织幼儿讨论火的用途和
危害。

1、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火，请幼儿说出火的用途。（烧饭、
取暖、照明等）

2、火对人类有什么危害？（烧伤皮肤、烧毁财物、房屋、森
林等）

3、组织幼儿讨论：

（1）、 发生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小孩玩火、乱丢火烟头、
在禁放区燃放烟花、用明火照明寻找物品、地地震、打雷、
乱拉乱接电线等）

（2）、怎么样防止火灾发生？

（3）、如果发生火灾，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实现自我保护
与逃生自救？

a：如果所在房间有电话，赶快打119报警，并说明着火的详细
地址，什么街，哪号楼或附近有什么明显标志及单位。

b：室外着火门已发烫里千万不要开门，并用毛巾、衣服或床
单塞住门缝，以防浓烟跑进来，如门不很热也没看到火苗，
赶快离开。

c：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被褥等向



安全出口方向冲出去。穿过浓烟逃生里，要尽量使身体贴近
地面，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d：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可就地打滚用厚重衣物压灭火
苗。

e：遇到火灾不可乘坐电梯，要向安全出口方向逃生。

f：若所有逃生线路被大火封锁，要立即退回室内，用打手电
筒、挥舞衣物等方式向窗外发送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可
盲目跳楼。

结束环节：逃生演习

老师发出发生火灾信号，幼儿自选逃生办法进行自救。

这次活动是一次社会、健康整合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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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动受教学经验的局限，这次活动也存在很多问题：

1、教师欠缺引导性语言，很多提问不科学。

活动的重点是向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增进幼儿安全防火意识，
但在观看课件时，虽然环节设计了如何攻克重难点，但教师
的语言引导不是很到位，使得活动的重难点完成不是很突出。

2、教师的知识储备不足。



由于知识储备不够多，教师没有很好的讲解；观看课件时，
教师对消防队员的训练过程方式也没有系统的认识。正因为
知识储备不够，所以教师的语言引导没有点到重点。

3、教师缺少随机教育意识。

社会学习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课堂学习是一个学习的途
径，但随机教育也非常重要。在本次活动中，教师组织幼儿
在教室及周围寻找安全标志和消防用具时，就没有把握好教
育的随机性，应该不仅仅只是介绍，还要结合日常生活，对
幼儿进行使用、保护的教育。

幼儿园安全教案着火了办反思篇八

1、教育幼儿遇事不要紧张。

2、知道119是火警电话，掌握正确的报火警的方法。

3、让幼儿初步掌握最基本的安全防火、灭火知识，学会简单
的自我保护方法。

1、幼儿事先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

2、消防标志“安全出口”、“火警119”、消防车的警笛声、
电话机一部、湿毛巾若干、图片、手电筒、彩色布条若干等。

（一）播放消防车的警笛声调动幼儿的兴趣。提问：

1、听，这是什么声音？幼儿回答后出示图片。（消防车）

2、消防车有一个特殊的本领，谁知道是什么本领？（灭火）

（二）观看图片



1、这房子怎么了？（发生火灾了）

2、哪些原因可能引起火灾？幼儿讨论后回答。

（1）不能玩火柴，特别是在草堆这些易燃的地方玩火柴，会
引起火灾。

（出示图片）

（2）不能玩煤气灶，在煤气灶上烤火、烤东西吃。

（出示图片）

（3）不能在草堆旁放鞭炮、烟花。

（出示图片）

（4）不能把衣服放在取暖器上，会引起火灾。

（5）冬天家里使用电热毯时，要提醒爸妈检查一下在使用，
以免发生火灾。

（6）家里有爷爷奶奶抽烟，你们要提醒他们，不要把烟头乱
扔也会引起火灾。

（7）清明节将至，大人们会到坟上烧纸钱，在离开之前一定
要扑灭火苗，防止发生火灾。

（三）火灾发生了，火势很小的情况下怎么办？

1、用脚把火苗踩灭，也可用盆打水浇灭，也可找来树枝扑灭。

2、烧着了衣袖，立刻把衣袖伸进有水的盆里，或者跑到水龙
头旁拧开水龙头浇灭。



3、身上着火了，不要跑，就地打滚扑灭火苗。

（四）火灾发生了，火势很大该怎么办？

1、幼儿讨论后回答

（逃、打119电话）

2、老师小结：

一旦发生了火灾，第一时间向安全的地方跑，到邻居家求救
打报警电话。在打报警电话时一定要说清楚发生火灾的详细
地址。

3、老师示范打电话：

消防员阿姨，我家着火了，我家住在临泽镇临西新村18号。
我把地址说清楚了，这样消防员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赶到进行
灭火救人救物。

4、幼儿游戏《打电话》。提醒幼儿没有发生火灾时不能
打119电话。

（五）消防员还没到，我们怎样保护自己。

（因为浓烟是向上升的，上面的空气被污染了会呛人窒息而
死，所以要弯下腰向安全地带跑。）

2、找到窗户用彩色布条或手电筒在窗口挥动，嘴里要大声呼
喊救命来引起别人注意救自己。

3、如果居住的楼层不高，可以用绳索系到窗户外慢慢爬下来。

4、可以用湿衣服、被子顶在头上往外跑。



5、出示图片“安全出口”，并讲解其含义。

（六）游戏《自救》播放警笛声，小朋友听到警笛声迅速采
用一种自救方法进行自救、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