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模板19篇)
教案不仅仅是一份教学参考资料，更是教师思考和准备的结
果。在这里，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一年级教案的参考材料，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一

进入冬季，由于季节交替，气温骤降，加之多雨少晴，我班
不少孩子因感冒而不能正常到课，为让小朋友了解和掌握预
防感冒的基本方法，设计此课。

1、了解一些感冒的病症以及传播途径。

2、懂得预防感冒的小常识，积累一些健康生活的经验。

3、能够将自己好的行为习惯传递给身边的人。

4、让幼儿知道愉快有益于身体健康。

1、引出话题：

教师：点名

“这些天，王萌萌小朋友为什么没来呀？”

幼儿相互交流各自对感冒的感受与体会。

孩子：“你得过感冒吗？感冒的时候人会有什么感觉？”

教师小结：感冒的时候会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鼻塞等
症状。

2、了解感冒的传播途径：



教师介绍患感冒的原因及感冒传播的主要途径。

“人们一般是由于什么患上感冒的？”、“除了着凉以外，
感冒会不会是别人传染给你的，又是怎么传染上的呢？”

教师归纳。

不注意冷暖或身体抵抗力差的人容易得感冒。另外，流行性
感冒还可以通过吐沫、痰等传播。

3、掌握预防感冒的小常识：

教师与幼儿一起交流预防感冒的方法。

“我们应该怎么来保护自己，尽量不让自己和别人患上感
冒？”

教师出示图片，幼儿了解预防感冒的具体方法，师生一起进
行归纳小结：

（1）不随地吐痰、常开窗通风、勤洗手洗脸、经常锻炼身体、
适当吃点醋及大蒜、洋葱。

（2）流行性感冒肆虐期间，幼儿要尽量减少到人多拥挤的地
方去。

（3）如果已患上感冒，则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或纸巾捂住口鼻，
而且要侧转身，不能对着他人打喷嚏，因为这是不礼貌的行
为。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二

1、在故事情景和儿歌中了解信号灯，斑马线，天桥等交通设
施的功能。



2、能遵守基本的交通规则，在交通设施的帮助下安全通行。

1、信号灯，斑马线，天桥图片。

2、在教师里布置道路场景，包括若干辆玩具小汽车，用纸画
出斑马线，信号灯，用平衡木充当的天桥。

一、出示图片，唤起幼儿已有的经验。

教师提问：小朋友们，这是什么?你在哪里看见过这些东西。

教师总结：这些都是在马路上经常会看到的，它们可以帮助
和保护人们安全通过，叫做交通设施。

二、使用道具布置道路场景，引导幼儿观看情景表演，了解
常见交通的功能。

1、在情景表演中了解信号灯和斑马线的作用。

2、旁白：爸爸和丫丫站在马路边，他们想过马路。

丫丫：爸爸，我们站在这干什么?怎么还不过马路呀?

教师总结：我们走在马路上，想要安全地通过，就要遵守交
通规则。信号灯可以让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过马路，司机叔叔
看见斑马线就会减速慢行，爸爸、妈妈在开车的时候也要提
醒他们遵守交通规则。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三

1、知道吞吃小纽扣等异物是十分危险的。

2、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3、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1、录像：小纽扣旅行记。

2、预先约见“吞吃过异物”的小朋友。

3、联系医生到园。

活动过程

1、看录像，思考讨论：

（1）看录像：珊珊有一条新裙子，裙子上的扣子可美了，像
甜甜的糖，珊珊总是喜欢低头看，用手摸。可是有一天：
（镜头一）珊珊发现纽扣掉在地上了。（镜头二）珊珊把纽
扣放在嘴里了，想尝一尝。（镜头三）唉呀，纽扣吞下去了，
珊珊难受极了。（镜头四）珊珊看医生，医生说要等纽扣随
大便拉出来。

提问：珊珊难受吗？为什么？

（2）师生共同小结：纽扣不能吞吃，既不卫生，又会危害身
体健康。

2、交谈与访问：纽扣不能吃。

（1）与“吞吃过异物”的幼儿交谈其经历，引起幼儿注意。

（2）提问：“除了纽扣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孩子
找找周围“小”、“巧”易误会的物品，如小木珠、小棋子
等。



3、讨论：纽扣是我的好朋友。

（1）提问：你的纽扣在哪里？有几颗？它们有什么用途？

（2）讨论：纽扣掉了怎么办？（告诉大人，先收起来，及时
钉上。）

延伸提示

1、设立小盒子：发现异物及时收捡。

2、手工角放置针、线，及时为孩子钉补纽扣。

3、建议家长经常检查孩子的服装，特别是纽扣是否松脱。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四

1、认识眼睛的基本构造，知道眼睛的用途。

2、知道要爱护眼睛以及可能会伤害眼睛的危险行为，学习保
护眼睛的方法。

1、眼睛的特写图片

2、情景图片五张

3、眼保健操音乐

一、谜语导入活动。

（1）教师：谜语：上边毛，下边毛，中间夹颗黑葡萄。上大
门，下大门，关起门来就睡觉。

（2）教师：小朋友们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什么呢？



二、让幼儿观看眼睛的特写图片，了解眼睛的大概构造以及
作用。

（1）教师：这是什么？眼睛的上面有什么？眼睫毛有什么用
处？中间的黑葡萄是什么？

（2）教师：眼睛是用来干什么的？（请幼儿闭上眼睛感受一
下看不见东西的感觉。）

（3）教师小结：眼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没有眼睛我们什么
也看不到。

三、观看情景图片，了解可能会伤害眼睛的种种行为。

（1）教育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1图片——看电视时离电
视机很近，会伤害我们的眼睛，也不能看的太长时间。

（2）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2图片——偷偷地戴大人
的眼镜，眼睛有问题的时候才需要戴眼镜，不要随便戴别人
的眼睛会伤害自己的眼睛。

（3）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3图片——用脏手揉眼睛。
脏手上有许多细菌，用脏手揉眼睛会让眼睛受伤。

（4）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4图片——对着太阳看，
盯着强光看。看很强的光线会伤害我们的眼睛。

（5）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理解情境5图片——玩尖锐的物品，
会不小心扎到眼睛。眼睛受伤了就什么耶看不见了。

四、引导幼儿了解保护眼睛的方法。

（1）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有哪些保护眼睛的方法吗？

（2）教师小结：看书看电视时间长了要向远处眺望一下，看



看远方的东西，还可以看看绿色的树林、草地，让眼睛休息、
放松。也可以多吃一些对眼睛有好处的胡萝卜、鸭肝、猪肝
等。以后我们还学会做眼保健操，这些都是保护眼睛的好办
法。

五、师幼总结不让眼睛受伤害的方法，懂得有危害的行为不
可以去做。

六、教师带领幼儿做眼保健操活动结束。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五

1、知道危险无处不在

2、培养幼儿建立安全意识

集体活动

录像

1、对自己身边可能遇到的危险进行简单了解

2、进一步使幼儿对身边的安全隐患加强认识，增强幼儿的安
全意识。扩散幼儿的知识范围,了解更多的安全知识。

3、帮助幼儿建立自我保护的意识

1、谈话与讨论：

如：在班里，不能跑，要不然会摔倒。在美工区，使用剪刀
的时候如果不好好用，就会扎着别的小朋友。

如：在盥洗室洗手时打闹就会磕着小朋友



小朋友推倒

2、看录像

教师：提问录像中告诉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
避免事故的发生

如：在外边玩的时候，不能离开爸爸妈妈，不跟陌生人走。

3、讨论

教师：除了录像中和小朋友说到的危险你还知道哪些地方存
在着危险?

(幼儿讨论)

1：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面玩

2：小朋友不能动开水

3：大马路上有活动的`井盖，小朋友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注
意安全。

4、教师提问：怎样做可以远离这些危险?

教师：那我们就一起行动，找一找，我们身边都有哪些安全
的标记，来提醒人们注意安全幼儿具有一定的安全意识，知
道哪些是应该作与不应该做，但是幼儿的了解范围较狭窄，
还需进一步引导幼儿，使幼儿的认识领域进一步加宽。

通过看录像，拓宽了幼儿理解与见识。幼儿对于安全的认识

已不再局限于自己的身边的事物，能够根据主题的延伸拓展
思路，观察的面较宽。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六

1、学习走路时眼睛看着前面，一个跟着一个走。

2、知道走的时候不推挤、不远离集体。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小鸭子头饰一个。

2、多媒体教学资源《小鸭子学走路》。

2、讲述故事《小鸭子学走路》，引导幼儿知道一个跟着一个
走的好处。

（1）播放多媒体教学资源《小鸭子学走路》。教师讲述故事。

（3）小结：小朋友走路时眼睛看着前面，一个跟着一个走，
靠路的右边走，不推挤，不掉队，不远离集体。

3、幼儿阅读幼儿用书，区分图片中做法的正误。

4、游戏《我学小鸭来走路》。

教师扮演鸭妈妈，幼儿扮演鸭宝宝。教师带领幼儿练习一个
跟着一个走，并提醒幼儿行走时要爱护同伴，不推挤。

提醒家长在带领幼儿外出时要指导幼儿靠路右边行走。人多
的时候要学会排队走，一个跟着一个走，不推挤。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七

1、知道洗发水进眼睛后的正确处理方法。

2、能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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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1、小女孩玩偶一个（或教师自己进行情景表演）。

2、教师自备《我爱洗澡》音乐磁带。

3、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1、韵律活动《我爱洗澡》开始活动。

（1）教师（操作小女孩玩偶）：小朋友，你们好！我们一起
来洗个澡吧！

（2）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做律动《我爱洗澡》。

2、情景表演，提出问题。

（1）教师（音乐结束时，操作小女孩玩偶）：哎呀，眼睛好
痛啊！

（2）教师：小朋友，你怎么啦？

（3）小女孩：洗发水进眼睛里了，小朋友们，快帮我想想办
法吧！



（4）教师：洗发水进眼睛里了，该怎么办呢？

3、展示挂图，学习洗发水进眼睛力的正确应对方法。

（1）教师：请小朋友们看挂图，看看图上的小朋友是怎么做
的。

（2）教师小结：用清水冲洗眼睛，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不停
的眨眼睛，可以让清水和泪水一起把洗发水冲洗出来。

（3）教师：用手或用毛巾使劲揉，这样做对吗？为什么？

（4）教师小结：手和毛巾不干净，用手或毛巾使劲儿揉，手
上的细菌会污染了眼睛，可能会引起眼睛发炎。

（5）教师：如果冲洗后眼睛仍然很痛，怎么办？

（6）教师小结：如果冲洗后眼睛仍然很痛，就应该马上去医
院找医生检查和治疗。

4、练习洗发水进眼睛里的正确应对方法。

（1）教师：现在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我们来帮助小女孩
吧。

（2）教师（操作玩偶，讲解动作要领，引导幼儿练习动作）：
用手掬起一捧清水，泼向眼睛。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八

1、知道进餐时菜汤泼在桌子上或身上时的简单处理方法。

2、能根据图片大胆讲述画面内容。

故事《碗里的汤泼了》



一、教师讲故事，引起幼儿兴趣，讨论：汤泼了怎么办？

了解正确的处理方法。

教师：吃饭时，汤泼在了桌子上，要赶紧把胳膊移开，以免
汤把自己的衣服、袖子弄脏了，甚至烫伤了自己。

二、继续听故事，继续讨论：汤泼了怎么办？

师：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小朋友的汤泼在哪里了？(汤顺着桌
子往下流。)他该怎么办？"来听听这个小朋友是怎么做的？
（让开流下来的汤，再请成人帮忙。）

教师：汤泼在桌子上，又顺着桌子往下流，小朋友要立刻让
开留下来的汤，以免汤把自己的衣服、裤子弄湿。然后，可
以请成人帮忙处理泼下来的汤。

三、、教师。

师：有时，因为小朋友不小心把桌子上的汤弄泼了，当大家
遇到这种事时，首先要让开泼下来的汤，然后再请成人帮忙。
如果不让开，汤就会弄湿自己的衣服，甚至会烫伤自己。

小班安全教案：防雷电

1、教育幼儿学会如何防雷电。

2、锻炼幼儿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想象能力，增强幼儿的安全
意识。

3、通过表演游戏的形式，让幼儿在玩中学，在学中感受到活
动的乐趣，并更快、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安全知识。

1、材料准备：



（1）录音机、磁带。

（2）模拟大树一棵。

（3）模拟电线杆一根、电线一条。

（4）模拟房子一座。

（5）用银色的包装纸剪成一条条细小的长带。

（6）小兔子头饰（若干）。

（7）篮子一个。

（8）音乐《下鱼了》。

（9）自编儿歌一首《安全避雷电》。

2、知识经验准备：认识情景表演中的小演员。

1、导入，今天，***小朋友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做客，现在我
们出发吧。

2、躲雷雨闪电的情景。

（1）刚走到半路上，突然传来一阵雷雨闪电的声音（用录音
机播放音乐）“”孩子们，下雨了，打雷啦，赶快躲”，仔
细观察孩子们躲在哪里。

（2）雨停了，继续走，来到了***的家里坐下，他妈妈热情
招待我们。

3、围绕刚才躲雷雨闪电的情景进行提问：

（1）刚才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啦？



（2）今天小可爱也遇到了像我们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一
看他是怎样做的，好么？

4、观看课件《如何防雷电》

5、围绕课件内容与幼儿展开讨论。

（1）故事里的小可爱她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2）小哥哥又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3）小可爱、小哥哥，谁做得对呢？

（4）教师。

a、不可以跑到大树下躲避雷雨闪电。

b、不可以躲在高危的地方。

c、不可以躲在电线杆下。

d、不可以躲避在潮湿的地方。

6、教念儿歌《安全避雷电》

7、表演游戏《下雨啦》

情景设计：播放音乐《下雨啦》，兔妈妈和小兔们随着轻快
的音乐去采蘑菇，突然下雨了，打雷了，兔妈妈和小兔们赶
快躲雨。雨停了，兔妈妈表扬躲得好、躲得对的小兔。

8、结束。

小兔们再次随兔妈妈出去采蘑菇。



附：

安全避雷电跟着大人去郊游，开开心心在踏青，突然闪电又
打雷，这个时候怎么办？

千万不要慌乱跑！

安全避雷有妙计：

不能躲在大树下；不能躲在电线杆下；不能躲在潮湿处；不
能躲在高危处；不慌不乱四处看；找到低处蹲下来，雷电没
有再走动，定能安全回到家。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九

1、知道追跑容易使自己身体受伤。

2、注意上下楼梯时慢慢走，学习避免与他人碰撞及简单的自
护方法。

1、请1名大班幼儿装扮成受伤的小猴，额头和四肢某关节处
包裹上纱布。

2、小猫头饰人手1个。

3、教学挂图。

4、幼儿用书。

1、教师带领幼一起看望受伤的小猴，引出讨论话题。

扮演小猴的大班幼儿走进活动室，额头和膝盖上包着纱布。

教师：小猴，你头上和膝盖上为什么包着纱布？疼不疼啊？



小猴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我在楼道里和小朋友追跑，摔倒
了，膝盖破了。下楼时，和小朋友一边挤一边跑，结果从楼
梯上摔下来，把头也磕破了。哎呦，疼死我了。

2、引导幼儿结合实际生活讨论。

教师：你摔倒过吗？为什么会摔倒？摔倒后疼不啊？

教师：怎样走路才不会容易摔倒呢？

教师出示挂图并小结：追跑打闹容易摔倒。下楼时不小心或
往下跑也容易摔跟头。平时走路要看着路慢慢走，下楼时要
一个跟着一个慢慢走。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十

1、学习乘坐公共汽车的正确方法，了解不正确的乘坐方法可
能造成的.危害。

2、积极参加活动，感受游戏的快乐。

1、将活动室的小椅子排成公共汽车的座位，布置成汽车游戏
场景。

2、教师准备教学图。

1、教师：我是汽车小司机，欢迎小朋友们来乘我的汽车。

——（幼儿依次做在座位上。）

2、教师：我的汽车欢迎文明小乘客，怎样做一个文明小乘客
呢？

3、出示图1：有个小朋友在汽车上和其他小朋友吵闹。



教师：这样的小乘客能做文明小乘客吗？为什么？他该怎么
做？

4、出示图2：有个小朋友把头伸到窗户外看风景。

教师：这样的小乘客能做文明小乘客吗？为什么？他该怎么
做？

5、出示图3：有个小朋友在汽车上吃巧克力豆和竹签羊肉串。

教师：这样的小乘客能做文明小乘客吗？为什么？他该怎么
做？（汽车在行驶过程中非常颠簸，如果吃东西容易被呛着
或刺伤喉咙。）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十一

1、了解食用小颗粒事物的注意事项，能细嚼慢咽。

2、知道吃东西时不嬉戏打闹。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小猴手偶一个。

2、幼儿用书第7—9页；多媒体教学资源《馋嘴猴》。

活动过程：

1、出示小猴手偶，引起幼儿听故事的兴趣。

教师边操作手偶边说：我是馋嘴猴，刚从医院出来，你们知



道我为什么进医院了吗？

2、阅读幼儿用书第7—9页，或分段播放多媒体，教学资源
《馋嘴猴》。引导幼儿了解吃小颗粒食物的注意事项。

提问：馋嘴猴吃花生时，发生了什么事？小兔医生对他说了
什么？应该怎么吃？

馋嘴猴吃果冻时，又发生了什么事？小兔医生对它说了什么？
应该怎么吃？

馋嘴猴吃红枣时，发生了什么事？小兔医生又对它说了什么？
应该怎么吃？

以小猴口吻进行总结：吃花生、瓜子、枣等食物一定要嚼碎
了再咽；吃果冻时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请他们打开果冻，
注意不能吸食，要用小勺舀着吃。幼儿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
不说笑，不打闹。

3、学说儿歌《嚼嚼碎》，巩固幼儿正确进食的方法。

（1）以小猴口吻说儿歌，让幼儿学说一遍。

（2）教师结合手势和表情引导幼儿跟学儿歌。

请家长了解教学内容，在幼儿吃小颗粒食物时要提醒，知道
正确的进食方法。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十二

１、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吃的科学。

２、续学习，明确不能常吃方便面、少吃煎、炸、熏、烤类
食品、少喝饭店里的现榨果汁等。



３、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投影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时我们已经学过一篇吃的科学的课文，大家还记得内
容吗？学生回忆、回答。

今天，我们将进一步学习有关吃的科学的知识。

二、学习新课

１、读课文第一部分内容，想一想，为什么不能常吃方便面？

２、吃方便面偶尔吃吃还是可以的，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

４、学生阅读讨论：路边小店的自制饮料为什么也不能喝？

５、阅读课文第三部分，思考：饭店里的现榨果汁卫生吗？

７、读课文第四部分并讨论交流。

８、教师小结鉴别常识：塑料袋选用本色或透明浅色的;用纸
张包装时应选用本色纸;一次性饭盒应该使用本色的纸质饭盒，
不用白色的泡沫塑料饭盒。

三、结束语。

自己平时对这些吃的问题都注意了吗？哪些地方还不够好？
今后打算怎样改进？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十三

1、消防队员是社区中帮助我们救火的人，消防队是停放消防



车和消防队员住的地方。

2、消防队员穿着特别的制服，消防车会发出特别的声音。

3、学说：消防队员叔叔真勇敢。

1、消防中队驻地、消防车、消防队员训练录像片。

2、消防队员救火的模拟工具、制服等。

1、通过看录像片段，介绍消防队员的工作环境（车库、宿舍
等）。看救火片断，学说“消防队员叔叔真勇敢”。

2、展示消防队员救火的图片、模仿用具、制服等给托儿观看。

3、谈谈消防队员的制服、消防车的颜色，谈谈消防队员叔叔
的工作。懂得火很危险，不能玩。

活动二：听音乐“军队和老百姓”

1、看消防队员走步的情景表演，听雄壮有力的进行曲音乐。

2、能合着节拍随音乐拍手。

3、知道消防队员叔叔很勇敢。

消防队员操练的照片或教师扮演消防队员。

1、看消防队员操练的照片或教师演示，知道消防队员操练很
有精神。

2、听音乐。

3、边听音乐边拍手。



4、学做消防队员，边听音乐边有精神地走路。

活动三：游戏活动“消防队员手偶”

1、欣赏教师做消防队员手偶。

2、玩消防队员手偶游戏。

1、教师示范用的大纸袋1个、彩色笔、胶水、剪刀。

2、已做好托儿人手1份的小手偶。

1、教师示范用纸袋做消防队员手偶。

2、托儿带上手偶，玩“消防队员真勇敢”的游戏。

活动四：游戏活动“消防队员的制服”

1、能分辨高、矮、胖、瘦，并说出这四个形容词。

2、会将高、矮、胖、瘦的消防队员与相应的制服配对。

1、高、矮、胖；瘦的消防队员的图片若干。

2、高、矮、胖、瘦的制服图片若干。

1、教师出示不同高、矮、胖、瘦的消防队员图片，引导托儿
分辨并说出高、矮、胖、瘦。

2、请托儿选出合适的制服卡片来与消防队员卡片配对。

3、让托儿玩配对游戏。

活动五：粘贴“消防车”



1、能按消防车的形状拼贴消防车。

2、继续巩固粘贴的技能：抹适量的浆糊，粘贴，擦手。

1、剪好的红色消防车车身、黑色车轮人手一套。

2、浆糊、抹布，每组1筒，油画棒若干盒。

1、托儿听音乐做开消防车的动作进活动室。

2、教师示范粘贴消防车的步骤：选车身一贴一擦手一选车轮
一贴一擦手。

3、托儿挑选图形纸，粘贴消防车。贴好后的孩子可自由添画
云梯或火焰等。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十四

1、知道吞吃小纽扣等异物是十分危险的。

2、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3、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1、录像：小纽扣旅行记。

2、预先约见“吞吃过异物”的'小朋友。

3、联系医生到园。

1、看录像，思考讨论：



（1）看录像：珊珊有一条新裙子，裙子上的扣子可美了，像
甜甜的糖，珊珊总是喜欢低头看，用手摸。可是有一天：
（镜头一）珊珊发现纽扣掉在地上了。（镜头二）珊珊把纽
扣放在嘴里了，想尝一尝。（镜头三）唉呀，纽扣吞下去了，
珊珊难受极了。（镜头四）珊珊看医生，医生说要等纽扣随
大便拉出来。

提问：珊珊难受吗？为什么？

（2）师生共同小结：纽扣不能吞吃，既不卫生，又会危害身
体健康。

2、交谈与访问：纽扣不能吃。

（1）与“吞吃过异物”的幼儿交谈其经历，引起幼儿注意。

（2）提问：“除了纽扣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孩子
找找周围“小”、“巧”易误会的物品，如小木珠、小棋子
等。

3、讨论：纽扣是我的好朋友。

（1）提问：你的纽扣在哪里？有几颗？它们有什么用途？

（2）讨论：纽扣掉了怎么办？（告诉大人，先收起来，及时
钉上。）

1、设立小盒子：发现异物及时收捡。

2、手工角放置针、线，及时为孩子钉补纽扣。

3、建议家长经常检查孩子的服装，特别是纽扣是否松脱。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十五

了解行人在马路上应该遵守的一些交通规则，形成初步的安
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1．幼儿有与成人一起外出的经验。

2．有关模拟游戏的情景创设。

3．课件《看望兔奶奶》。

1．边观看课件（一）边讨论。

（1）兔奶奶生病了，兔妈妈带兔宝宝去看望她。半路上，兔
妈妈到水果店给奶奶买水果，兔宝宝就跑到了马路上。她看
到花丛中有一只漂亮的蝴蝶，就去捉蝴蝶玩。蝴蝶飞到了马
路中央，兔宝宝就一路追过去，差点被车撞上。

（2）为什么兔宝宝差点被车撞到？

（3）教师归纳：兔宝宝离开妈妈在马路上玩耍，差点被车撞
上。这样太危险了，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在马路上玩。

2．边观看课件（二）边讨论。

（1）兔妈妈和兔宝宝继续往前走。奶奶家就在马路对面，兔
宝宝兴奋地想冲过马路见奶奶，可是被兔妈妈一把拉住了。

（2）兔妈妈为什么要拉住兔宝宝？过马路应该走哪里？

（3）教师归纳：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4）十字路口有斑马线，行人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走呢？
什么时候可以走？



（5）教师归纳：过十字路口要看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

（6）兔妈妈和兔宝宝走到斑马线前，等绿灯亮时再穿过马路
去奶奶家。

3．小结：兔宝宝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危险，你们知道怎样才能
避免那样的危险吗？（幼儿回答后，教师用自编儿歌进行归
纳：小朋友，要牢记，走路要走人行道，路上玩耍不可以。
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确保安全是第一。）

4．在情景模拟游戏"去春游"中或到马路上去实地体验。

（1）带领幼儿一边走一边根据场景提问，巩固对交通规则的
认识。

场景一：人行道和车行道师：前面有两种道路，行人应该走
哪一种路？（人行道。）师：行人应该注意什么？（靠右边
走，不能边走边玩，特别是不能到车行道上玩。）

场景二：十字路口师：要过马路了，我们应该怎么走？（找
到斑马线，看清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

场景三：天桥师：这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走？（走天桥就
像走幼儿园的楼梯，要靠右边一个跟着一个走，不能推也不
能挤。）

（2）顺利到达目的`地之后，引导幼儿对刚才的情况进行小
结，启发幼儿把过天桥的要点编到儿歌里去，如"过天桥靠右
边，一个跟着一个走"。

本活动通过游戏、提问等方式让幼儿了解并知道了有关交通
规则方面的知识认识到了交通规则的重要性，要遵守交通规
则时刻保护自身安全。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十六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会被要求编写教案，教案是备课向课堂
教学转化的关节点。教案要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认识“有电危险”的标志。

2、通过故事知道电插座里藏着会咬人的电，不能用手触摸。

3、初步培养幼儿安全用电和安全意识。

1、“有电危险”的标志图片一张、电插线板一块

2、指偶：灰太狼、小老鼠

3、幼儿操作用图片人手一套；笑脸、哭脸图片各一张。

1、欣赏故事，并根据故事进行简单提问：

（1）故事里有谁？

（2）他们偷的宝贝是什么？（教师根据幼儿提问并出示电插
线板）

（3）电插线板里藏着什么？电插线板可以碰吗？

（4）我们教室里哪里有电插线板？你家哪里有电插线板？

师：喜羊羊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图片，我一起来看一看，出
示图片引导幼儿认一认，说一说在哪里见到过这样的标志。

（1）师：这是喜羊羊给我们每个小朋友的两张图片，他要考
考我们，这两张图片上的小朋友最对谁不对。（幼儿自由交



流并请个别幼儿说一说）

（2）出示哭脸和笑脸，请幼儿根据自己的判断将对的送到笑
脸处，错的送到哭脸处。

教育幼儿不碰电插线板，不把手指和小金属片捅插电插线板
和插座的小嘴巴，电器的插头要请爸爸妈妈插，学会安全用
电。

一只小老鼠趁喜羊羊出门去，溜进家里偷东西，发现了一个
宝贝。这个宝贝是白色的，身上长着许多小嘴巴，后面还拖
着一根长长的细尾巴，小老鼠只要把电视机插头往小嘴巴里
一插，电视机就会说话了，把台灯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台
灯就亮了，把电风扇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风扇就转了。
小老鼠想：这可是个好宝贝，我要把它偷走。可是，宝贝比
小老鼠还大，怎么搬走呢？小老鼠说：“我去请朋友来帮忙。
”它刚出门正好碰到了灰太狼，小老鼠赶紧说：“灰太狼，
喜羊羊家有个宝贝，你敢不敢去偷？”灰太狼马上说：“我
什么都不怕，快带我去吧！”

来到喜羊羊家，灰太狼看着那个宝贝摇摇头说：“那是什么
宝贝吗？又不能吃，也不好玩，我不偷了。”小老鼠很着急
地说：“那个宝贝很神奇，它能让电视机说话，能让台灯亮
起来，能让电风扇转起来。”灰太狼一听眼睛马上睁大了，
一把抓住了那个宝贝，它的手指头伸进了宝贝的小嘴巴
里，“啊！”灰太狼大叫一声，感到全身发麻，身上的.毛都
竖了起来。小老鼠吓得大叫：“灰太狼，危险！快扔掉！”
可是灰太狼怎么甩也甩不掉，尾巴也着火了，冒起了黑
烟。“好疼啊！”灰太狼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小老鼠吓得
赶紧逃走了。

喜羊羊回到家看到了昏倒在地的灰太狼，说：“灰太狼一定
是到我家来偷东西的，我得赶紧报警。”包包大人把灰太狼
抓走了并关了起来，等灰太狼醒过了，包包大人问：“灰太



狼，你是怎么昏倒的？”灰太狼低着头说：“喜羊羊家有一
个宝贝，我一摸就昏倒了。”包包大人听了哈哈大笑
说：“那是电插线板，电插线板里藏着会咬人的电，你的手
一定伸到电插线板的小嘴巴里去了，你被电到了，能醒过了
就算不错了。”灰太狼吓得直吐舌头，以后再也不敢碰电插
线板了。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十七

重点：幼儿学会用正确的方法玩滑梯。

难点：帮助幼儿懂得用不正确方法玩滑梯易造成伤害。

1、小兔、小狗胸饰若干，照相机。

2、编排情境表演。

一、导入活动，激发兴趣。

兔妈妈：今天天气真好，小兔，妈妈带你们出去玩。看，那
是谁?(小狗)他们在干什么?(滑滑梯)

二、观看情境表演，向幼儿介绍滑梯及其玩法。

1、狗妈妈是怎样教小狗玩滑梯的?为什么要这样玩?

2、人多的时候应该怎样玩滑梯?

小结：玩滑梯人多时要先排好队，一个跟着一个，不拥挤推
拉。从楼梯这边上去两手扶好了，一层层地往上爬。眼睛看
好楼梯，爬到顶，坐稳后，两手扶着滑梯两边，两条腿并拢，
再滑下来。如果不这样好好玩滑梯，做不正确的动作，就会
发生危险。



三、幼儿练习玩滑梯，教师指导幼儿按正确的方法玩滑梯。

1、兔妈妈：刚才我们看了小狗滑滑梯，你们会不会像它们那
样玩?

2、兔妈妈：孩子们，你们想不想再玩一遍?这次，你们玩的
时候，妈妈给你们每个拍张照，看谁滑的好。(及时纠正幼儿
不正确的`动作，鼓励幼儿用正确的方法玩滑梯。)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十八

1、初步明白在生活、活动中容易发生危险的事，懂得避免的
危险的简单方法。

2、明白不做危险的事情，有初步的安全知识。

1、教学挂图：《十只小猫》。

2、36k卡纸，水彩笔若干。

1、听《十只小猫》的故事，初步明白在生活、活动中容易发
生的事情。

教师出示挂图讲故事。

教师：这些小猫都做了些什么事情？结果怎样样？

2、说说自我在生活、活动中发生或遇到过的危险的事情，讨
论避免这些危险事情的简单的.方法。

教师：你以往受过伤吗？

3、寻找危险的东西



教师和幼儿一起找找班上或者活动区存在危险的东西，如插
座、电源开关---。

引导幼儿怎样样去比开它们，不让自我受伤。

4、为危险的地方帖标志。

讨论：有什么办法能提醒我们大家在这些地方要注意呢？

确立制作标志的资料，如红点、大红叉叉等。

幼儿制作标志。

教师和幼儿一起在容易危险的地方帖上做的标志。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育教案篇十九

活动目标：

1、知道洗发水进眼睛后的正确处理方法。

2、能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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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1、小女孩玩偶一个（或教师自己进行情景表演）。

2、教师自备《我爱洗澡》音乐磁带。



3、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1、韵律活动《我爱洗澡》开始活动。

（1）教师（操作小女孩玩偶）：小朋友，你们好！我们一起
来洗个澡吧！

（2）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做律动《我爱洗澡》。

2、情景表演，提出问题。

（1）教师（音乐结束时，操作小女孩玩偶）：哎呀，眼睛好
痛啊！

（2）教师：小朋友，你怎么啦？

（3）小女孩：洗发水进眼睛里了，小朋友们，快帮我想想办
法吧！

（4）教师：洗发水进眼睛里了，该怎么办呢？

3、展示挂图，学习洗发水进眼睛力的正确应对方法。

（1）教师：请小朋友们看挂图，看看图上的小朋友是怎么做
的。

（2）教师小结：用清水冲洗眼睛，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不停
的眨眼睛，可以让清水和泪水一起把洗发水冲洗出来。

（3）教师：用手或用毛巾使劲揉，这样做对吗？为什么？

（4）教师小结：手和毛巾不干净，用手或毛巾使劲儿揉，手
上的细菌会污染了眼睛，可能会引起眼睛发炎。



（5）教师：如果冲洗后眼睛仍然很痛，怎么办？

（6）教师小结：如果冲洗后眼睛仍然很痛，就应该马上去医
院找医生检查和治疗。

4、练习洗发水进眼睛里的正确应对方法。

（1）教师：现在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我们来帮助小女孩
吧。

（2）教师（操作玩偶，讲解动作要领，引导幼儿练习动作）：
用手掬起一捧清水，泼向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