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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安全教育教学计划 

教材分析： 
安全是小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头等大事。所以要教育学生注意安全，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切实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此外，“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要

让学生从小养成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鉴于此，特制定本学期安全环境教

学工作计划。 

 

教学目标： 

进一步了解保护眼睛、预防近视眼知识，学会合理用眼；了解食品卫生基本知识，初步

树立食品卫生意识；了解肠道寄生虫病、常见呼吸道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等疾病的基本知识及

预防方法；了解容易导致意外伤害的危险因素，熟悉常见的意外伤害的预防与简单处理方法；

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安全常识，掌握简单的避险与逃生技能；初步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树

立保护生命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 

了解食品卫生基本知识，初步树立食品卫生意识；了解肠道寄生虫病、常见呼吸道传染

病和营养不良等疾病的基本知识及预防方法； 

学情分析：  

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但因小学生年龄偏小，自我保护的意识不够

强，因而会受到一些安全方面的威胁。这就需要家长和老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经常灌输安

全的意识。安全教育工作关系到师生生命的安危，是学校开展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和社会稳

定的头等大事，它的责任重于泰山，必须长抓不懈，时时警钟长鸣。 

教学措施： 

1、根据小学生的学习心理发展特点，要用形象生动的教学来引导学生，并让学生自己参

与。在实践中让学生自己收集生活中的安全知识，，然后用讲故事、游戏的形式来学习，使

学生们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2、教学过程从课堂延伸到课外。教授同时引导学生观看相关的电视节目，并把其中与中

学生有密切联系的事例拿到课堂上来分析，提高学生的兴趣，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  

3、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学生爱护环境，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扔垃圾，

从小养成节约能源的习惯，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4、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通过幻灯、录像、ＶＣＤ、多媒体等直观性的教学方法，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过以上教学措施使学生达到在校、在家、在外，都能够对自己和他人有一定的保护能

力；让学生在实际的交通场景中，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判断并采取相应避免危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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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进度： 

第一课    学会避让行驶中的车辆   2 课时 

第二课    守秩序 保平安          2 课时 

第三课    安全使用家用电器       2 课时 

第四课    别让动物伤着你         2 课时 

第五课    游乐场里讲安全         2 课时 

第六课    我的眼睛亮晶晶         2 课时 

第七课    防止异物进器官         2 课时 

第八课    好习惯伴我健康成长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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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第 一 课《学会在避让行驶中的车辆》 

主备人  使用人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教材 

分析 

（内容） 

增强安全避让行驶中的车辆的意识，逐步养成安全、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初步形成对存有出行安全隐患区域的防范意识和安全自护意识，感受遵守交

通规则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的安全、和谐、与快乐。 

 

教学 

目标 

1、初步了解并掌握出行应遵守的交通规则，懂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是

安全出行的基础和保障。 

2、增强安全避让行驶中的车辆的意识，逐步养成安全、文明出行的良好习

惯。 

3、初步形成对存有出行安全隐患区域的防范意识和安全自护意识，感受遵

守交通规则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的安全、和谐、与快乐。 

4、强化法律意识，乐于做一个遵守道路交通规则的文明公民。 

 

教学 

重点 

增强安全避让行驶中的车辆的意识，逐步养成安全、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教学 

难点 

初步形成对存有出行安全隐患区域的防范意识和安全自护意识，感受遵守交

通规则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的安全、和谐、与快乐 

 

教学 

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我的修改 

 一、谈话引入 

师生谈话引出课题，板书课题 

二、知识竞赛 

1、教师利用课件创设情境，揭示活动主题与活动方式 

2、结合安全出行的主题，给自己的小组起组名并展示参赛口号 

3、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参加比赛，注意要让学生全员参与，竞答形式

可以分“必答”“抢答”“指名答”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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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出优胜小组和“最佳安全小博士” 

二、模拟演练 

1、出示生活中人们步行出行的视频，问学生看后发现了什么 

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然后全班集体交流（结合上节课所

学，甄别视频中的人的行为是否合理、安全等） 

3、学生代表模拟生活中遇到的或亲身经历的不遵守交通规则行为的

案例，师生共同分析 

4、设置某一出行情境，让更多的学生进行出行场景模拟。比一比，

看看谁是安全步行的小能手 

三、案例沙龙 

1、教师讲述课文中“阳阳被撞”的惨痛案例，揭示主题：我们如何

才能不让悲剧再次发生呢？ 

2、学生在教师带动下交流自己所见、所闻的交通悲惨的案例，谈出

自己内心的感受 

3、请学生来做“小交警”，分析事故成因，提出预防方案 

4、以小组为单位。写出“让悲剧不再发生”的倡议书 

四、小报设计 

1、师生共同回顾前期活动内容，交流收获与感受，引出课文的拓展

知识 

2、以小组为单位交流所收集到的有关交通法规知识，摘出与我们日

常上生活密切联系的内容，张贴在黑板上，做到资源共享 

3、学生分小组进行小报创作，教师巡视加强指导 

4、师生评议小报，进行张贴展示 

五、小结 

1、初步了解并掌握出行应遵守的交通规则，懂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

规则是安全出行的基础和保障 

2、增强安全避让行驶中的车辆的意识，逐步养成安全、文明出行的

良好习惯 

3、初步形成对存有出行安全隐患区域的防范意识和安全自护意识，

感受遵守交通规则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的安全、和谐、与快乐 

4、强化法律意识，乐于做一个遵守道路交通规则的文明公民  

课后 

反思 

 

 

 

 

 

 

 



5 

 

课  题 第 二 课《守秩序  保平安》 

主备人  使用人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教材 

分析 

（内容） 

知道遵守公共秩序是人们公共生活得以安全、正常进行的保障，能自觉遵守

公共秩序。了解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方法，学会保护自己 

 

教学 

目标 

1、认识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的危害和范围，不参与影响和危害社会安全的

活动。 

2、知道遵守公共秩序是人们公共生活得以安全、正常进行的保障，能自觉

遵守公共秩序。 

3、了解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方法，学会保护自己。 

 

教学 

重点 

知道遵守公共秩序是人们公共生活得以安全、正常进行的保障，能自觉遵守

公共秩序 

 

教学 

难点 

了解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方法，学会保护自己 

 

教学 

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我的修改 

一、生活实际引入，了解社会公共秩序。 

1、了解学生对社会公共秩序的认识和遵守情况。 

问：同学们经常会去一些公共场所，如车站、书店、邮局、银行、超

市等，你知道这些公共场所有哪些规定吗？（学生集体讨论。）  

问：有哪些同学是做到时时遵守这些规定的？ 

（了解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公共秩序的情况。） 

师：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 13 亿人口。这么多人要工作、

学习、旅游、购物、邮寄物品……人与人之间经常会在公共场所交流，如

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想一想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

呢？（学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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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些反例：有人发现，公交站台上的扒手通常喜欢趁大家挤着

上车时伺机作案；南京博物院免费开放后，参观者的“热情”令博物馆的

工作人员大喊吃不消；在银行存取款时，总碰到一些人不肯站在“一米

线”外。） 

师：是的，社会是我们共同的家，维护要靠你我他，靠每一个人的努

力。（板课题） 

2、帮助学生认识社会公共秩序的意义和种类。 

师：所以为了使大家都很方便，又互不妨碍，就必须制定人人都必须

遵守的规矩，这就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是维护人们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保

证。只有每个人都遵守社会公共秩序，我们的生活才能秩序井然，有序进

行。 

问：你了解社会公共秩序包括哪些方面吗？（学生根据自己的了解全

班汇报。） 

师：社会公共秩序包括很多方面，有关于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

休息的、社会治安的等等，很多重要的社会公共秩序是通过立法确定的，

如社会治安、公共交通、文物保护、食品卫生、保护公共财产、禁赌等等。

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守公共秩序。 

二、学习例子，强化认识 

1、学习书中例子 

指名读例子。 

问：从这个例子中，你有什么收获？（全班集体讨论。） 

问：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守哪方面的公共秩序？  

2、强化认识。 

问：通过学习例子，谁来说一说如果不遵守公共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

后果 

师：是的，不遵守公共秩序可能只是一念之间的事，可是它造成的后

果可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守每一项公共秩

序，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的好习惯，这样才能减少不幸的发生，我们的生活

才会更有序、更美好。 

三、展开讨论，辨别是非，指导行为。 

1、辨别是非，指导行为：讨论书中“小小论坛”提供的例子。（指

名读例子） 

问：你觉得哪些同学说得对？哪些同学说得不对？为什么？ 

问：如果你登上了长城，你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长城上吗？为什么？  

2、提供情境，展开讨论，指导行为。 

情境一：中午，急着去分饭的老师来到水池边准备洗手。可是，洗手

的同学已排成了长队。老师该怎么办？ 

情境二：疾驰的出租车上，乘客突发心脏病，必须立即送医院，偏偏

遇上了红灯。这时司机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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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三：妈妈请了一个小时的假带你去看病。可是，挂号处排了很多

人，看样子要来不及了。这时你妈妈会……你会…… 

情境四：你来到一个有名的博物馆，里面的展品非常精美。你非常想

把这些展品拍下来带回去让同学看看，可是展品旁竖着块牌子：“请勿拍

照”。这时你会…… 

情境五：过马路前，你发现如果走人行横道得多绕一段路，而这时马

路上并没有车辆也没有交警。这时你会…… 

（学生展开讨论，一方面强化对公共秩序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讨论

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在讨论中，老师可引导学生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

要遵守公共秩序。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情境二中他人有生命危险，

我们为了帮助他人，有时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也要注意方法，如情境

二中大家可通过交警的指挥，让这辆车先走，不能硬闯而造成交通事故，

这样就适得其反了。） 

四、巩固延伸。 

1、师：社会公共秩序是我们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在生

活中只有 

每个人都遵守相应准则，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还要注意哪些呢？指名读“知识窗”。 

2、你还了解要注意哪些公共秩序？ 

五、小结 

1、认识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的危害和范围，不参与影响和危害社会

安全的活动。 

2、知道遵守公共秩序是人们公共生活得以安全、正常进行的保障，

能自觉遵守公共秩序。 

3、了解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方法，学会保护自己。 

 

课后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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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第 三 课《安全使用家用电器》 

主备人  使用人  授课日期     年  月  日 

教材 

分析 

（内容） 

学习常用家用电器的使用方法，并懂得必要的安全常识，提高对家电隐患的

警惕性，培养学生对保障家庭、个人及社会安全的责任感。 

 

教学 

目标 

1、了解家用电器存在的安全隐患，明确家用电器使用不当会给人们的生活、

财产及生命安全等带来危害和灾难，提高学生对正确使用家用电器的重要性的认

识。 

2、学习常用家用电器的使用方法，并懂得必要的安全常识，提高对家电隐

患的警惕性，培养学生对保障家庭、个人及社会安全的责任感。 

3、了解家用电器容易出现的异常情况，学会有效避险的方法，在家用电器

出现异常情况时，能正确、合理、冷静地应对险情及保护自己的能力。 

 

教学 

重点 

学习常用家用电器的使用方法，并懂得必要的安全常识，提高对家电隐患的

警惕性，培养学生对保障家庭、个人及社会安全的责任感。 

 

教学 

难点 

了解家用电器容易出现的异常情况，学会有效避险的方法，在家用电器出现

异常情况时，能正确、合理、冷静地应对险情及保护自己的能力。 

教学 

准备 

课件  自制微波炉模型   微波炉专用加热杯   微波炉使用说明书   牛奶一

包   剪刀  学生搜集生活中因为不当使用家电引发的安全事故 

 

教学过程 我的修改 

一、导入 

1、师：我们先来猜个谜语吧。来看谜面（是幻灯片） 

电炉通电心里暖，它和电炉正相反，鸡鸭鱼肉里面藏，不腐不烂保新

鲜。 

2、谜底现在揭晓：电冰箱。 

电冰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要用到的家用电器之一。（板书：

家用电器） 

3、看，老师还搜集了一些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家用电器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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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识它们吗？知道它们各自的作用吗？ 

现在，请你从中选择你最熟悉的一种家用电器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它的

作用。 

5、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一一介绍了。通过大家的介绍我们发

现，家用电器的作用可真不少呀。正是因为有了它们的存在，才使得我们

的日常生活更加方便，更加丰富多彩。它们确实是我们生活的好帮手。（板

书：帮手） 

二、“帮手”变“杀手” 

1、但是，如果我们对家用电器了解不全面，使用不当，它就有可能

引发安全事故。 

2、我们先来看一则报道。（网址链接报道） 

3、其实，像类似的安全事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发生，你

在生活中曾经听说过、看到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由于家用电器的不当使用而

引发的安全事故吗？ 

4、看了刚才的报道，听了某某-同学的叙述，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5、看来，如果对家用电器使用不当，忽视了安全，“帮手”也会变

成“杀手”的。（板书：使用不当 杀手） 

三、安全使用家用电器 

1、真是太危险了。不过，我们也不必惊慌、害怕，只要我们在使用

它们的时候，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掌握正确、安全的使用方法，事故是可

以避免的。 

2、目前，家用电器的种类可谓是琳琅满目。这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

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使用呢？请你从图中选择一种你最熟悉的给同学们

介绍一下它的使用方法。当然，你也可以介绍图中没有的其它家用电器。 

（学生介绍，师及时引导，评价。） 

3、这么多的家电一时半会儿也介绍不完，课下，同学们再相互交流，

好吗？ 

从刚才同学们的介绍中，我发现大家对家用电器的作用了解的可真不

少，不愧是生活中的有心人。安全博士顺便要给大家提个醒（放幻灯片）：

“同学们，由于你们年龄还小，一般的家用电器，应在家长的指导下学习

使用；对危险性较大的电器，千万不要自己单独使用。切记！切记！”  

4、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小品，好吗？小品的表演者：尉老师，小品

的观众：你们。注意你们不仅是观众，还用一个重要的角色：裁判。当你

发现小品中的人物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时，就立刻大声喊停，说出错在哪

里，应该怎样做。明白吗？小品的名字叫《王爷爷的幸福生活》，小品马

上开始。注意！王爷爷来了…… 

（抱着微波炉出现）同学们好！（王爷爷好）哎呀，真是有礼貌的好

孩子。今天呀，爷爷我太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呀去超市购物参加

抽奖活动，抽了个特等奖，奖品——微波炉一台。哎哟，我好不容易才把

这个大东西弄回家，累坏我这把老骨头了。既然抱回来了，那我就试试新

吧。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是第一次用这么高级的东西呢。上面这么多键都



 

是起什么作用的呢？我还真弄不明白。管他呢，先插上插头，胡乱按按试

试吧。（×）奥，还是孩子们聪明呀，我都把要先看使用说明书这么重要

的事情给忘了，那我得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读一下说明书。嗯，现在我

会用了，我呀先用它来热包奶喝吧，手上太脏了，我先去洗洗手。（洗完

没关水龙头。×）你看我，太粗心，还是孩子们节约意识强。好，现在我

要插插头了。（×）提醒的太及时了，赶紧把手擦干净，防止触电。插上

插头，电源接通了。我把牛奶放进去（×）液体、气体等遇热会膨胀，理

解膨胀是什么意思吗？谁能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膨胀。对，这样

很容易引起爆炸，所以袋装食品、罐装食品、带壳食品都不能直接加热。

那应该怎么办呢？对了， 服务员阿姨给我微波炉专用碗，放到这里面来加

热。 

剪开包装，倒入牛奶，垃圾入箱，把碗放进微波炉，按动按钮开始加

热。我发现里面一直再转，我打开炉门看看它是怎样工作的。(×)不能开

炉门，那就趁着牛奶还没热，我先出去遛个弯儿吧。（×）奥，大多数电

器工作时，人最好不要离开，否则会发生危险的。牛奶热好了，我把它拿

出来。（×）带上手套，拿出来。真好喝，看来微波炉是个好东西。厨房

本来就不大，现在又来了这么个大家伙，我赶紧收拾收拾。我把它使劲靠

墙放。（×）炉后和炉壁上用通风散热孔，这样会把孔堵住，不能很好地

通风散热，会发生危险的。那为了既节省空间，我把菜谱放到微波炉上面。

（×）这样做也不利于通风散热，而且菜谱还容易着火。最后拔掉电源，

既避免危险的发生，同时也是为了节约用电。 

在同学们的协助下，王爷爷我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的使用微波炉，真

是谢谢同学们了，我要去歇会儿了，同学们再见。 

5、尉老师演的好不好？同学们的评判精彩不精彩，同学们真是火眼

金睛呀，一点点不对的地方都逃不过同学们的眼睛，厉害！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几组图片，请同学们注意观察：他们在干什么？这

样做对吗？为什么？应该怎样做？  

先来看第一组图片（出示幻灯片）…… 

 

四、小结、布置作业 

1、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2、师据学生回答再适当小结，并补充完整课题（安全使用） 

3、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时候家用电器在使用过程中也是会发生异常

的。遇到家用电器异常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课下搜集相关资料，下节

课交流。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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