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教育教案优秀 10 篇 

作为一名辛苦耕耘的教化工作者，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有

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来参考自己

须要的教案吧！牛牛范文为您细心收集了 10 篇平安教化教

案，假如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共享给最好的挚友。 

篇一：平安教化教案 篇一 

活动目标： 

1、知道爱惜小手，不玩尖利的东西。 

2、知道手划破后简洁的处理和爱护方法。 

活动打算： 

手受伤的小熊玩具 

活动过程： 

一、出示小熊玩具，通过故事导入：一、出示小熊玩具，通过故事导入： 今日小熊在玩的时候

可不当心了，弄伤了自己的手，它自己很疼，都快哭了！可不当心了，弄伤了自己的手，它自己很疼，都快哭了！

探讨： 

二、探讨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平常不玩剪刀、

小刀、针、玻璃片、铁片等尖利的东西。） 

三、探讨怎样爱护、处理小熊（或自己）受了伤的手。 

（1）假如手不当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

伤口？为什么？ 

（2）手受伤了怎么办？ 



（3）手包扎后还要留意哪些事项？ 

篇二：平安教化教学安排 篇二 

一、学情分析 

平安教化关系到学生生命的安危，是学校开展正常教化、教

学工作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七年级学生已经具有了一些

平安常识，但有些学问缺乏科学性，也不太系统。特地开设

平安教化课，可以让学生更好的驾驭有关公共平安的常识，

健康、平安、欢乐地成长。 

二、教材简析 

重在培育学生有肯定的自我爱护实力。让学生在学习、生活

实践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育学生遵纪遵守法律、酷

爱集体、关切他人的品质；培育学生自我爱护的实力；培育

学生酷爱祖国、酷爱生活的情感和乐观向上的看法。 

七年级包括五单元十一课内容。上学期学习 1—3 单元的第

一至第六课。即:第一单元生命花季；其次单元生命警示、、

〈反对迷信抵制邪教〉第三单元〈让交通法规为生命护航〉。 

三、教学目标 

通过七年级平安教化课程学习，培育学生的社会平安责任感，

使学生逐步形成平安意识，驾驭必要的平安行为的学问和技

能，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发平安

事务中正确应对的习惯，以保障中学生平安健康的成长。 

1、坚持以人为本，进行公共平安教化，使学生坚固树立“珍



爱生命，平安第一，遵纪遵守法律，和谐相处“的意识，具

备自救自护实力。 

2、培育学生社会平安责任感，使学生逐步增加平安意识，

驾驭必要的平安行为和学问技能，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发平

安事务中正确运用应对的习惯，最大限度地预防平安事故发

生和削减平安事务对学生造成的损害，保障学生的健康。 

3、平安教化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把握学生认知特点，

坚持特地课程与其他学科渗透相结合；学问教化与强化管理、

培育习惯相结合；学校教化与家庭教化相结合；自救自护与

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相结合。做到由浅入深，按部就班，不

断强化养成习惯。 

四、教学重点、难点 

以学生生活为基础，能让学生懂得珍爱生命，珍视平安，拒

绝诱惑，远离危急，防范损害，促进学生树立和强化平安意

识，驾驭必要的平安行为的学问和技能，养成自救自护的素

养和实力。 

五、教学措施 

（一）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必需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全体学生的身心健康、平安发展，

着眼于引导学生坚固树立“珍爱生命，平安第一，遵纪遵守

法律，和谐共处”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平安行为习惯。 

（二）全面实施课程目标 



情感看法价值观、实力和学问三维目标是有机统一的。在教

学过程中，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驾驭

必要的平安常识，注意培育学生预防和应对平安事务和事故

的实力，形成敬重生命、疼惜生命、健康向上的生活看法，

全面落实课程目标。 

（三）坚持“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原则 

教学中要面对学生丰富多彩的生活，深化挖掘学生已有的生

活阅历和情感体验，主动从生活实际和社会实际中找寻相关

的教学素材，注意选取学生普遍关注和乐于沟通的平安问题

作为教学内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帮助学生驾驭相关

的平安学问和方法技能，并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去。 

（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主动探究与健康、平安成长等有

关的问题，通过开展思索、探讨、收集、调查、等多种活动，

在合作学习和互动学习中发觉问题、分析问题，在问题解决

中驾驭平安学问、提高平安技能、丰富情感体验。在教学中，

不能将书本内容作为教条让学生死记硬背，而应激励引导学

生主动参加到教学活动中去，让课堂成为学生自主、合作、

探究的舞台。 

（五）努力实施开放式教学 

在教学中，实行多种途径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平安

教化；可以运用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教化手段



进行教学，探究寓教于乐、寓教于丰富多彩活动的教学组织

形式，增加平安教化的效果；可以与公安消防、交通、治安

以及卫生、地震等部门建立亲密联系，开展多种多样的实践

体验活动。 

篇三：平安教化教案 篇三 

课时支配 每周一课时 

班级 二、六年级复合班 

一．十条留意： 

1、在校时间学生不得无故离开学校，有事外出得向班主任

请假。 

2、学生上课时要遵守纪律，要听从老师指挥，特殊是体育

课、活动课等，应在老师的指导下运用体育器材。 

3、课间玩耍不打闹追逐，严禁爬围墙、爬树、爬走廊栏杆、

攀校门等，教案。 

4、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在楼道玩耍，严禁从楼梯扶手上滑

下。 

5、不喝生水，不买无证小摊的食品，不吃过期或变质食品。 

6、不带利器及易燃易爆物品来校，不做危急嬉戏。 

7、午间用膳要听从老师的要求，不在用膳时讲话、游戏或

做其他事情。 

8、留意用电平安，不要乱摸乱动教室、走廊等公共场所的

电器设备、开关、插座等。 



9、学生放学回家要按时离开学校干脆回家，不要在教室、

校内内逗留，也不要在街头游逛。 

10、上下学肯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过公路时看清来往车辆，

要走人行横道。学生乘车肯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不乘坐不符

合规定的车辆（如摩托车、三轮车、货动车等），不乘坐超

载车辆。 

二、校内临危逃命的基本原则 

1、保持冷静，趋利避害。2、学会自救、爱护自己。3、想

方设法，不断求救。4、记住四个电话：“119”火警电话、

“110”报警电话、“120”急救电话、“122”交通事故报

警电话。打电话要说清地点、相关状况、显著的特征。 

三、校内内集体活动平安学问 

1、升旗、做操等大型活动或集会时，上下楼梯要靠右行，

不得拥挤、不得推拉。遇见楼梯上有人摔倒的时候，要静候

原地不动，不得推搡、观望。要劝阻制止后面的同学接着往

前拥挤。 

2、自觉遵守公共场所秩序，课间做正值嬉戏。严禁追、赶、

打、闹和攀高走险。 

3、每一天的放学后全体同学必需在指定地点统一站队回家。

路队行进时掉了东西、或散了鞋带要快速出队等路队过去后

在捡东西或系鞋带。 

四、校内内其他活动平安学问 



（一）、课间活动应当留意什么？ 

在每天惊慌的学习过程中，课间活动能够起到放松、调整和

适当休息的作用。课间活动应当留意以下几方面： 

1．室外空气簇新，课间活动应当尽量在室外，但不要远离

教室，以免耽搁下面的课程。 

2．活动的强度要适当，不要做猛烈的活动，以保证接着上

课时不疲惫、精力集中、精神饱满。 

3．活动的方式要简便易行，如做做操等。 

4．活动要留意平安，要避开发生扭伤、碰伤等危急。 

（五）、嬉戏时如何保证平安？ 

嬉戏就是同学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嬉戏中也要树立平安

观念： 

1．要留意选择平安的场所。要远离马路、铁路、建筑工地、

工厂的生产区；不要进人枯井、地窖，防空设施；要避开变

压器、高压电线；不要攀爬水塔、电杆、屋顶、高墙；不要

靠近深湖（潭、河、坑）、水井、粪坑、沼气池等。这些地

方特别简单发生危急，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伤亡事故。 

2．要选择平安的嬉戏来做。不要做危急性强的嬉戏，不要

仿照电影、电视中的危急镜头，例如扒乘车辆、攀爬高的建

筑物、用刀棍等相互打斗、用砖石等相互投掷、点燃树枝废

纸等。这样做的危急性很大，简单造成预料不到的恶果。 

3．嬉戏时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嬉戏的时间不能太久。这样



简单过度疲惫，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最好不要

在夜晚嬉戏，天黑视线不好，人的反应实力也降低了。简单

发生危急。 

（六）、课间活动是应当留意什么？ 

（1）不要在教室内跑、追逐打闹和做嬉戏。 

（2）不要在门口追逐打闹和做嬉戏。。 

（3）不经老师允许不得出校门。 

（4）在校内内活动时不得急跑，不得追逐打闹，不的做恶

作剧。在人少的地方活动或嬉戏，且不要危及他人平安。不

要做有危急的活动和嬉戏。 

（七）第一遍上课铃响后马上停止活动，以正常行走速度走

进教室。 

每天上、放学时应当留意什么？ 

（1）按规定的时间到了学校，到校后就马上到教室做好课

前打算。 

（2）放学时要以班为单位站队下楼，不得私自提前或拖后。 

（3）放学时要随队离校，不得私自提前出校门或在校内停

留。 

（4）出校门后干脆回家，不得在路上停留、打闹、嬉戏或

做其它事情。 

（5）须要家长接送的学生，假如放学时家长未到，不要独

自回家，在电话通知家长后在校内内静静等候。 



篇四：平安教化教案 篇四 

教学目的： 

1、让学生知道各种常见的交通信号、标记和标线，知道有

关交通常识，懂得应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2、让学生了解交通事业的重要性，培育学生文明交通、爱

惜交通设施的意识。 

教学方法： 

讲授法、探讨法 

一、导入新课： 

1、交通运输业为我们供应了哪些便利？假如没有交通运输

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2、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 

老师小结： 

交通运输是现代生活必不行缺少的组成部分，为现代人的生

活供应了极大的便利，同时由于一些人对交通平安重视不够，

也给许多家庭带来不幸。我们应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好的方面，

克服不利的因素，让它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为此，我们这节

课来学习一下交通平安学问。 

二、新课讲授： 

1、介绍常见的交通标记及相关的法规，红绿灯、斑马线、

指示牌等。 

2、介绍乘车、乘船的有关学问。 



 

②要求学生要文明乘车、乘船。 

3、行走时应怎样留意交通平安，并联系实际当前学生行走

时存在问题。 

①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靠路右边走。 

②集体外出时，要有组织有秩序列队行走。 

③穿越公路，要走斑马线。 

④遇到“红灯”要停止，做到“红停绿过”。 

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 

⑥不能在公路上逗留，玩耍、打闹、追逐。 

4、骑自行车平安常识，并指出学生骑自行车存在的问题。 

①不在人行道上骑车，应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行驶。 

②横穿公路减速、视察或下车推车过路。 

③转弯时减速，视察并打手势。 

④不要双手离把，不要并肩行驶。 

⑤骑车不打闹，不追逐。 

⑥骑车不要攀扶机动车辆。 

列举一两个重大交通事故案例，教化学生重视交通平安，遵

守交通规则。 

三、小结： 

提问：今日我们学了哪些学问？通过学习，我们以后乘车、

走路、骑车应留意些什么？ 



 篇五 

教学目的 

1、通过学习使学生知道什么是道路交通，理解遵守道路交

通意义和重要性，明确每个人都要坚固的树立平安意识；明

白一个人的平安每天都是从零起先的。 

2、通过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能以实际行动遵守交通规则，做

平安的小使者。 

教学过程 

同学们你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公路；都有要经过“十字”

路口和“三叉”路口，当你行进是都是否留心和留意过往的

车辆；是否专心视察地形呢？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在日常生

中应留意什么。 

（一）学生途经状况分析。 

（二）在路上要留意的问题。 

1、道路行驶要靠右行，都要配戴小黄帽，不能为所欲为忽

左忽右，走路要眼看前方，排纵队，不能相互并排行走，更

不能在路上追路、游戏。 

2、不能追逐车辆或向车上投掷物品，如：石子、泥团、饮

料瓶等，不能随意搭乘过往的车辆。 

3、回赤米坑小组的同学除了走马路外，还要沿河走 2 千米

的山路，山路内侧靠山、外侧沿河，路面宽约 2.5 米，间或

有运木头小型农用车、摩托车行使。所以家住赤米坑的林翠



处要先听再行，没有听到车声都要靠山边行走，雨天必需要

派人来学校接。 

4、通过“十字”路口或“三叉”路口的同学，每次都要高

度的警惕肯定要做到“四个环节”即：一停、二看、三想、

四通过。 

5、带领全班同学到校门口的“十字”路口进行实地视察并

演练。 

（三）课堂发言。 

1、由学生自由发言讲路上经验，让他们自己表述存有安隐

患的地方。 

2、请同学们自己发言相互评议谁在要路上做的好，谁做的

还不够。 

3、今后该怎样做。 

篇六：平安教化教学安排 篇六 

一、指导思想： 

通过开展公共平安教化，培育学生的社会平安责任感，使学

生逐步形成平安意识，驾驭必要的平安行为的学问和技能，

坚固树立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安发展的观念。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平安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化开展教学平

安活动。大力拓展平安学问教化，努力为学生营造一个安静。

活泼。和谐的学习环境。 



 

本册共九课，一学年授完。上学期学习前四课，下学期学习

后五课。本学期的学习内容有： 

第五课：怎样预防传染性疾病 

第六课：家庭防火 

第七课：警惕电子嬉戏的陷阱 

第八课：健康上网 

第九课：面对洪水如何避险 

三、教学目标： 

1、相识社会平安类突发事故或事务的危害和范围。 

2、了解应对敲诈。恐吓等的一般方法，提高自我爱护实力。 

3、提高自我防范实力，学会应对突发事务。 

4、了解饮食与健康的关系，知道怎样才能吃的好。吃的健

康。吃的科学。 

5、明确食物中毒与铅中毒的现象，知道如何避开食物中毒

与铅中毒及救治方法。 

6、了解传染病的危害，及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形成肯定

的应对传染病的实力。 

7、增加消防意识，了解怎样预防火灾的发生，形成对存在

危急隐患的地方的防范意识。 

8、相识网络资源的主动意义，了解网络不良信息的危害，

做到不阅读不良网络信息。学会限制自己，不沉迷电子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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