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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交通安全知识教育主题班会优秀教案 

 

交通安全知识教育主题班会优秀教案 1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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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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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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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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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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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知识教育主题班会优秀教案 2 

  班会内容 

  交通安全教育。 

  班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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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本次班会活动，让学生接受一次生动活泼的交通安全教育。 

  2、通过逼真的画面，真实的数据，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学习交通规则，懂得保护自

己，懂得交通安全重于泰山等的道理。 

  班会重难点 

  培养学生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养成交通安全的良好习惯。 

  班会准备 

  1、黑板上书写“交通安全我先行”几个字。 

  3、准备测试交通规则的抢答题目。 

  5、学生自制安全宣传卡。 

  班会过程 

  一、以逼真的画面，真实的数据，真切的告诫，让学生深深懂得保护自己，就是幸福大家。 

  1、导入： 

  同学们，今天我们举行一次“交通安全我先行”活动，我们是 21 世纪的主人、A 是祖国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爱学习、爱劳动，是充满生机的新一代。我们是肩负重任、跨世纪的新

苗。可是，我们却经常听到一些无端横祸向我们小学生飞来的噩耗；看到一些触目惊心、惨不忍

睹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发生。 

  2、逼真的画面： 

  播放《交通安全监控录像》 

  （老师：看了这些录像，你们有什么感想？） 

  学生回答： 

  刘善容：看了之后感觉很害怕，以后都不敢过马路了。 

  未从凡：太惨了，他们这么年轻就丧失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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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鹏：我以后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感觉很多危险都在我们身边。 

  童耀：我一直都很注意的，所以以后不会遇到这类事故的。 

  老师：交通事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请同学们讲一讲听到的、看

到的或从报纸上阅读到的或亲人朋友遭遇过的交通事故。 

  3、真实数据： 

  道路交通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大家来看这样一组数据：

据统计，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连续 3 年每年死亡人数突破 10 万大关，10 万鲜活生命葬

于滚滚车轮之下，如此触目惊心的人间惨剧，留给世人的该是多么沉重的警示和思索。 

  连续 3 年每年死亡人数突破 10 万大关，一年 10 万人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年消失一个小

城镇；一个月被吃掉一个万人军团。一年经济损失 33 亿多元，相当于国家可以养活 100 万个失

业人员；可以使 200 万个穷困地区失学儿童重新走进学堂，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4、真切的告诫： 

  谈起交通事故，同学们无不感到形势严峻，谈起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无不感叹唏嘘。感叹、

唏嘘之余，请同学们说一说他带给我们的启示或想法。 

  5、小结：这些血的教训向同学们敲响警钟！——希望每个同学心中都有交通安全这根弦，

时刻牢记遵守交通规则 

  二、班会中学习交通法规： 

  1、辨认交通标志；（学生举手回答过程略） 

  2、快速抢答交通知识（学生抢答过程略）； 

  3、游戏《等车》。 

  让几名学生表演 

  剧情背景：周末到了，同学们回家心切，在公交车站等车，车子终于来了，他们满心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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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拥而上，你推我挤，车在还没停稳，有的同学便抓住车门把手，这时惨剧发生了！ 

  请同学们说说游戏中有哪些是违反交通规则的，我们以后该怎么做？ 

  4、让一名名学生模仿交通指挥动作，让大家辨认 

  三、小结 

  老师：在父母眼里，你们是含苞欲放的花蕾；在老师的眼里呢们是展翅待飞的雏鹰。父母、

老师在期待着你们，美好的明天在期待着呢们！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学习，你们要懂得保护自己；

懂得交通安全重于泰山等的道理。同学们一定要把交通安全牢记心中！ 

  四、课外延伸 

  请同学们自己设计安全宣传卡，贴到教室里警示自己，也可以发到别的班级做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教育主题班会优秀教案 3 

  活动目标 

  1、了解一些常见的交通指挥手势。 

  2、认识一些交通标志。 

  3、培养幼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4、激发对交通警察的尊敬和爱戴之情。 

  5、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6、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是学习一些常见的交通指挥手势和标志。 

  难点是让幼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活动准备 

  1、交通警察指挥交通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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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些交通标志如斑马线，人行横道，禁止行人通行，左转右转等 

  3、警帽，哨子。 

  活动过程 

  1、组织幼儿观看交通警察指挥交通的图片并让幼儿说说交通警察在马路上指挥交通时都做

了哪些手势。指导幼儿学习一些简单的指挥交通的动作和手势。如左转右转，停止，直行等。 

  2、启发幼儿说说日常生活当中在马路上如果没有交通警察会发生什么事？ 

  3、出示图片帮助幼儿认识人行道，禁止行人通行，左转右转等交通标志。 

  4、引导幼儿回忆在街上见到的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或交通事故，讨论在街上应该怎样走，

怎样过马路，乘车时怎样做才能保证安全。 

  5、游戏，带幼儿到操场上，教师画出十字路口路线，让幼儿扮演交通警察指挥交通，其他

幼儿模仿司机开车的动作，在马路上行驶，按交通警察的哨声和手势停止，左转，右转，直行等。

然后再轮流交替扮演做游戏。 

  教学反思 

  本人组织这次活动比较接近日常生活，所以孩子们都很认真听并积极参与，学习兴趣很高，

接受能力也快，能掌握一些交通警察指挥交通的手势，懂得了一些交通标志，教学效果不错。在

教学中设计的游戏活动目的是引导幼儿在玩中学，在趣中练。 

  交通安全知识教育主题班会优秀教案 4 

  教学目标 

  1、明了在道路上嬉戏的危险性。知道在马路和街道上玩耍、游戏、追逐打闹不光是单纯的

违法行为，而是非常危险的。要在安全的场所嬉戏。 

  2、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3、知道在道路上哪些是危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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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教学过程 

  一、故事引入： 

  师：讲述触目惊心的有关在道路上游戏的交通事故（配合图片和音乐）交通是现代生活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由于一些人重视交通安全的程度不

够，它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不幸。 

  二、明辩事理： 

  1、看图讨论：小朋友们在哪里，在干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坐在隔离栏（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上聊天；低着头走路，急匆匆；跨越隔离栏；在路上

追追逃逃；打打闹闹，在马路上胡乱奔跑玩滑板溜冰 2、师：你觉得他们这样做对不对？为什么？ 

  儿歌：练习滑板和旱冰，马路街道都不行，妨碍交通危险大，事故发生在刹那，血的教训不

能忘，自身安全要保障。 

  3、师小结：同学们，马路和街道是为了通行便利而建造的。道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交通十

分繁忙。有的同学喜欢在马路和街道玩耍、游戏、追逐、打闹，这不光是单纯的违法行为，而是

非常危险的。 

  出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读一读行人不得在车行道内嬉闹行人不得有追

车、抛物击车等妨碍道路安全的行为。 

  行人不得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 

  4、师小结：放学以后在街道和马路上练习足球、打羽毛球，既妨碍车辆的通行又可能被车

辆撞伤是不允许的。在街道和马路上跳绳、踢毽子，会给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带来困难，是妨碍交

通的，容易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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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正确判断： 

  1、师：你曾经玩过这些危险的马路游戏吗？谈谈自己的感想。 

  在马路上玩滑板、溜冰在马路上打羽毛球在停车场玩捉迷藏在天桥上嬉戏 2、下面哪些是安

全的游戏场所？如果不是安全的游戏场所，想一想危险的理由。 

  想想看，在你家附近有哪些安全的游戏场所，请说一说。 

  四、总结： 

  安全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小朋友，为了防止受伤害，珍惜宝贵的生命，一定要把交

通安全记在心中，老师希望每个小朋友都成为注意交通安全的小模范。 

  教学反思： 

  通过各种学习形式将幼儿已有的安全知识经验扩展丰富，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增强了幼儿

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了幼儿应对安全事件的能力。通过真实的案例，我向幼儿进行生动形象的

讲述，幼儿精力集中，记忆深刻，发言积极踊跃。课件、图片的运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对幼

儿进行了深刻的教育。用孩子喜欢的情景表演，选择孩子身边熟悉的生活情景为题材，让幼儿进

行热烈的讨论，取得很好的效果。 

  交通安全知识教育主题班会优秀教案 5 

  设计意图： 

  现代城市交通的不断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儿童交通事故让人触目惊心，不得不引起关注，而

幼儿园课堂教育属于单纯的理论教育，难以集中儿童的注意力，也不利于幼儿吸收理解。而充分

利用多媒体现代教育技术的动画效果好，游戏气氛浓，形象直观的特点，选择幼儿比较熟悉的生

活场景，设计了这节安全教育课，使孩子们在自然，宽松，和谐的气氛中学习，认识交通标志，

掌握一些必要的交通规则，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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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让幼儿了解一些基本的道路安全知识。 

  2、在观察讨论的活动中掌握遵守交通规则的具体行为方式，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3、在游戏活动中体验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养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提高自我安全

防护能力。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主动参与活动，体验活动的快乐及成功的喜悦。 

  活动准备： 

  幼儿交通安全宣传片《上学路上》；交通安全标志图片，信号灯卡片；布置场地：路口、人

行横道。 

  活动过程： 

  1、歌曲导入 

  （1）音频：《兔子的尾巴》 

  （2）组织幼儿讨论老师：为什么兔子的尾巴会变短？ 

  幼儿：因为她跳护栏，横穿马路，尾巴被压断。 

  老师小结：兔子太调皮，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被车压断了尾巴，这样太危险了。 

  老师：如果你是小兔子，你会怎么过马路？ 

  幼儿：过马路要听家长的话；要看马路上有没有车辆；要看清红绿灯再过去。 

  老师小结：过十字路口要看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能在马路上追逐、玩耍，不乱闯红绿灯，要不然我们受伤了，爸爸妈妈会很难过的。 

  2、看图片，进一步了解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1）老师：小朋友真了不起，都知道过马路要看红绿灯，知道红灯停，绿灯行，那你们在

路上还要遵守哪些交通规则呢？如果不遵守这些交通规则会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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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播放图片，让幼儿讨论、回答。 

  老师小结：小朋友们你们真棒，说的又对又快。图中有一些人的行为不对，比如：在大街小

巷里踢足球、在较窄的马路上行走，坐车时把头伸出窗外。小朋友都知道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危

害性，都知道要好好保护自己了。 

  3、观看交通安全宣传片《上学路上》 

  师：小朋友们认识了这么多交通安全标志，老师奖励你们看一段动画片《上学路上》，动画

片里的小朋友有的做得对，有的做得不对，我们可要看仔细哟！（观看交通安全宣传片《上学路

上》） 

  师小结：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路上一定要牵着爸爸妈妈的手过马路，特别是放学，一定要牵

着爸爸妈妈的手离开幼儿园。 

  4、情景模拟游戏过马路部分幼儿骑小车，部分幼儿当行人过马路，路途中要注意交通信号

和标志，遵守交通规则。（提醒小朋友不要犯动画片里出现的错误） 

  小结：今天我们小朋友学到了很多交通安全知识，大家表现得很出色。以后过马路的时候一

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教学反思 

  1、当孩子在活动中出现问题时，教师要避免枯燥的说教。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尤应渗透在多种

活动和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要创设一个能使幼儿感受的到接纳、关爱和支持的良好环境，

避免单一呆板的言语说教。 

  小班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规则意识不是很强，经常会出现忽视规则的行为。如果教师只是

一味地说教，效果恐怕是小之甚微的。这次将孩子经常出现的问题融入到角色游戏活动中进行教

育，使孩子意识到自己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从而加强自我约束控制力。其效果强于以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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