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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一些基本的自我保护常识和相应的策略。  

2、通过观察图片，推测可能发生的事情，了解这样玩的危险

性。  

3、积极参与户外活动，感受自我保护过程中的愉快心情和活

动过程中的快乐。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人手一册。  

活动过程：  

一、观察图片，推测可能发生的事情。  

（1）教师引导幼儿打开幼儿用书，问：请大家看图说说，图

上的小朋友在玩什么？这样玩好吗？为什么？  

（2）鼓励幼儿观察并结合自己的经验说出自己的想法。  

教师：大家猜一猜，如果这些小朋友这样玩，可能会怎样呢？

让幼儿按照自己的想法推测，并说出后果的危害。  

二、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其他比较危险的行为。  

（1）教师：你们还知道哪些玩的方法比较危险的？这样玩为

什么有危险呢？  



   （2）通过讨论帮助幼儿了解几种不安全的玩法，认识到它

们的危害。  

三、组织幼儿讨论：怎样玩可以使自己比较安全？  

（1）教师：刚才，我们说了许多玩的方法和玩的东西都比较

危险，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玩，应该玩些什么呢？怎样让自己

比较安全呢？  

（2）鼓励幼儿大胆发言并讲述自己的看法。  

四、学习自我保护策略。  

   教师带领幼儿到教室外面玩大型玩具，让幼儿在活动中不

断体验如何进行自我保护，教师也在活动的过程中不断示范、

提醒幼儿加强自我保护，教育大家如何保护自己，并学习相应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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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学习经验：  

   知道不能随便往嘴里放东西，尤其是那些小物品放在嘴里

十分危险。  

准备：  

故事“思思遇险”  

活动与指导：  

1、请幼儿说说：“嘴是干什么用的?”  

2、嘴是我们重要的器官，它可以帮我们吃东西，可以帮我们

说话。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使用它，它也会给我们带来危

险。  



3、现在老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思思遇

险”(附后)。  

4、思思为什么会遇险?  

5、什么东西不能往嘴里放?  

   6、把小物品放在嘴里是十分危险的，它很容易滑到气管

里，堵住呼吸。如果不及时取出来，人就会窒息。  

附故事：思思遇险  

思思有一个坏毛病，无论拿到什么都爱往嘴里放。妈妈为此说

了他许多次，爸爸还打过他，可他就是改不了。今天，他趁妈

妈不注意，又把一个珠子放到嘴里，这时妈妈走过来，他吓得

一张嘴，珠子就滚到气管里了。他立即感到喘不过气来，小脸

闷得通红，妈妈喊他，他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用手使劲指着

喉咙。妈妈吓坏了，知道他是将东西吞到气管里了，急忙把思

思送到医院，医生立即给思思动了手术，将珠子取出来。医生

说：“如果再过 1 分钟，思思可能就会憋死。”思思从此以后

再也不敢把东西往嘴里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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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让幼儿初步了解乘车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则、基本常识。  

   2、让幼儿懂得在乘车过程中怎样进行自我保护。  

   3、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准备：  



食物投影仪、图片、乘车的音乐  

教学过程：  

一、了解乘车的基本规则  

三、讨论如何保护车厢环境  

四、组织幼儿“乘汽车”，巩固乘车的基本规则与常识  

五、结束活动  

活动反思：  

"各种各样的汽车"主题活动结束了，孩子们这才依依不舍地将

自己的玩具带回了家，不同的是，通过这几周的认识，孩子们

知道了自己带的是什么汽车，同伴带的是什么汽车……孩子们

对马路上汽车的种类、用途、汽车的发明、构造、发展都有了

一定的了解，再谈到汽车，他们的话题开阔了。通过汽车这一

幼儿喜欢的载体，进行的美术、游戏等活动，让幼儿充分体验

到了快乐，从中也获得了有益的经验，审美情趣也得到了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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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掌握安全玩滑滑梯和攀爬架的正确方面，并能在日常活

动中遵守安全玩法。  

2、能对玩户外器械过程中德各种行为作出是否安全的判断。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1、组织幼儿玩滑滑梯和攀爬架等器械。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玩滑滑梯和攀爬架吗？玩滑滑

梯和攀爬架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怎样玩才是安全的呢？  

2、请幼儿玩滑滑梯和攀爬架等器械。  

   引导幼儿阅读教学挂图滑滑梯部分。  

教师：  

   （1）你刚才是怎么玩滑滑梯的？  

   （2）图画中德小朋友是怎么玩滑滑梯的？  

   （3）头朝下玩滑梯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4）从滑梯下面往上爬，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5）你喜欢哪一个小朋友？为什么？  

   3.引导幼儿阅读教学挂图攀爬架部分。  

教师：  

（1）我们小朋友是怎么玩攀爬架的？  

   （2）这幅图画中的小朋友是怎么玩攀爬架的？  

   （3）挤在一起玩攀爬架会发生什么事情？  

   （4）你喜欢哪一个小朋友？为什么？  

   4.教师帮助幼儿总结玩户外器械的注意事项，并引导幼儿

在儿歌的帮助下掌握安全注意点。  



   （1）教师：我们在玩滑滑梯的时候要一个接一个地排队，

大家轮流玩。注意不能头朝下玩滑梯，也不能从滑梯下面往上

爬。玩攀爬架的时候要等前面的小朋友爬上去了自己再爬，不

要挤在一起。  

（2）教师引导幼儿学习儿歌。  

   （3）教师带领幼儿再次玩滑滑梯和攀爬架等器械，一边玩

一边念儿歌。  

教学变式  

   有条件的幼儿园，教师可准备数码相机，抓拍幼儿在玩滑

梯和攀爬架中的正确或错误的行为，在教学过程中和挂图上的

行为一一对应，帮助幼儿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行为。  

家园共育  

   家长有时会再接幼儿离园的时候带幼儿玩幼儿园里的户外

器械，也会带幼儿玩公园或社区里的户外器械，在这些非教师

组织的活动中家长仍徐贯彻幼儿园关于户外器械活动的要求，

保证对孩子要求的一致性。  

2024 幼儿园小班安全教案【篇 5】  

活动目标：  

1、喜欢参加装扮活动，体验装扮的乐趣。  

2、喜欢参与游戏，体验。  

   3、愿意与同伴、老师互动，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和爸爸妈妈交流。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谈话导入：如果你喜欢的人不见了，你会怎么做？为什么？  

二、基本部分  

1、观察感受  

（1）情境表演：妈妈不见了。  

   （2）交流讨论：宝宝找不到妈妈了，怎么办？  

2、尝试体验  

   请幼儿作妈妈，带着宝宝去公园玩，将发生的事情表现出

来。鼓励孩子大胆表现，并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想办法。  

三、结束部分  

教师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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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目标：  

   1、知道爱护小手，不玩尖利的东西。  

2、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和保护方法。  

3、知道哪些东西尖利不能玩  

二、活动准备：  

1、手受伤的小熊玩具  

2、挂图  



三、活动领域：  

1、语言领域  

2、健康领域  

四、活动过程：  

1.出示小熊玩具，通过故事导入：  

师：“今天小熊在玩的时候可不小心了，弄伤了自己的手，它

自己很疼，都快哭了！”  

2、教师组织幼儿讨论：  

师：这个小熊的手怎么啦？（出血了）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

呢？（被东西划破了）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玻璃

片、针、铁钉、铁丝、剪刀等。因为这些东西很尖，很锋

利。）  

3、启发幼儿回忆：  

   师：自己的手有没有被划破过，手划破了疼不疼。  

   4、讨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平时不玩剪刀、

小刀、针、玻璃片、铁片等尖利的东西。）  

师：我们周围有很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锋利的，

如果我们去玩这些东西，就会把手划破，给自己带来危险和许

多不方便。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以免我们的手受

伤，影响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3.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小熊（或自己）受了伤的手。  



   （1）如果手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

伤口？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

感染、化脓。）  

（2）手受伤了怎么办？（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然

后涂上红药水或紫药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  

（3）手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能把伤手浸在水里，

不能随便揭掉包布，要按时找老师、医生换药等。）  

五、活动结束：  

   总结：如果我们的小手已经受了伤，就更要好好保护，这

样才能使它快快恢复健康，为我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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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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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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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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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故事帮助幼儿理解在幼儿园的每一个区域追逐打闹是

危险的行为，教育幼儿不在室内或楼道做危险的事情和动作。  

   2、在上课和游戏中，正确引导幼儿分清追逐打闹危险的场

所和安全的场所。提高日常生活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1、动画故事、儿歌朗诵。  

   2、幼儿有一定的安全知识，能用较完整的语言描述事情。  

活动重点：  

教育幼儿不在室内或楼道做危险的事情和动作。  

活动难点：  

   教育幼儿能分清在教室、楼道追逐打闹危险的场所和安全

的场所。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过程：  

1、在“不在教室追逐”的音乐声中，师生谈话：“我们升入

大班了，来到了漂亮的教室，怎么才能玩得安全又快乐呢?”  

2、“可爱的小熊也上大班了，我们来看看他到了漂亮的教室

在干什么?”  

1)欣赏动画故事“小熊追逐小伙伴”。  

2)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教室里东西很多，追逐很危险,抢

东西是错误行为。小熊做了一件什么事?他错在哪里?为什么不

能在教室里追逐?  



3、引导幼儿欣赏根据故事创编的诗歌“不在教室里追逐”，

学习有感情地朗诵。  

   4、游戏：数一数。帮助幼儿正确判断危险、安全的追逐玩

耍的场所。提高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意识。  

活动延伸  

开展“安全小卫士”活动，请幼儿轮流当“安全小卫士”，通

过管理和被管理，让幼儿学习自觉遵守规则，增强安全意识，

提高安全技能。  

总之，在幼儿园的一日活动中，我们一直要拉紧进行安全生活

教育这根弦，尤其是新学期幼儿升大班了，快乐兴奋的情绪，

和面对新的环境的好奇，都有可能通过奔跑、追逐打闹来宣

泄。因此，在开学安全第一课我设计了《小熊追逐小伙伴》，

相信这生动的安全第一课能给孩子一个幸福、健康、安全的一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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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知道生活中有许多尖利的东西，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2、了解一些避免尖利物品伤害身体的方法。  

   3、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4、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各种尖利的物品，如：笔、剪刀、树枝、筷子等。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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