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教学反思(优
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教学反思篇一

1.召开时间、形式、地点：___5年11月11日起至22日止;各系
自行安排时间，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教育活动，___5级班级在
本班教室，___4级班级自行安排教室。

2.班会内容：见后附件“___5年冬季消防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材料”。

3.班会要求：

(1)辅导员老师要亲自到班级主持召开消防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同时结合本班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如在宿舍抽烟、乱扔烟头
等现象进行教育，尤其要加强对重点对象的教育，如经常出
现断电情况的寝室学生、有抽烟行为的学生等。

(2)班会须拍摄相片作为资料存留，相片场景要求：从教室后
面往讲台方向，以黑板为背景，拍摄辅导员老师在班级主持
召开安全教育主题班会的教室全景照片，黑板上须用粉笔写
上班会标题“___5年冬季消防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3)班会要做好记录工作，参加班会的学生须在班会记录上签
名。

(4)班会记录材料请于11月23日前以系部为单位交给保卫处朱



老师(弘商楼一楼保卫处治安科)，电子相片(1张)请在12日前
发保卫处电子信箱__;电子相片也可用u盘存储，在交材料时
进行拷贝。相片命名：_班级___5年冬季消防安全教育照片。
因相片存储需要，只收电子版相片，请勿将照片冲印。

(5)___3级毕业班辅导员要克服困难，对留在学校的学生进行
教育，确保毕业班宿舍的消防安全。

火灾危害极大，一旦发生火灾，轻则损失财产，重则危及生
命，并危及群体，因此消防安全工作责任重大，开展好消防
安全教育活动对保障师生的人身安全、财物安全、维护学院
和社会的安全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请各系党总支高度重视
本次消防安全主题班会教育活动，要求本系辅导员老师认真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提高青年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把消防
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坚决杜绝校园发生火患。

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教学反思篇二

1、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2、教育幼儿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不给陌生人开门、不
跟陌生人走。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1、图片1幅。

2、儿歌《陌生人》。

1、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并讲述图片内容。



提问：图片上有谁?

他们在干什么?

姐姐为什么摆手?教师进行小结：姐姐不要陌生人的东西，她
怕陌生人会伤害她。

2、学习儿歌《陌生人》

(1)、告诉幼儿老师有一首关于《陌生人》的儿歌，请大家一
起欣赏。

(2)、请幼儿跟老师学习这首儿歌，并能把这首儿歌说给小弟
弟、小妹妹听。

3、引导幼儿讨论：陌生人为什么会送礼物个小朋友?我们为
什么不要陌生人的.东西?引导幼儿展开讨论，让幼儿知道陌
生人给小朋友礼物是有目的的，有的想骗小朋友离开妈妈、
爸爸;有的想骗小朋友到他家里去偷他家的东西。教育幼儿不
要被陌生人送的礼物迷惑，而上当受骗。

儿歌：陌生人

陌生人给吃的，我不要

陌生人领我走，我不去，

陌生人送礼物，我不要，

陌生人来敲们，我不开。

4、总结：当小朋友在家的时候要谨防陌生人敲门，切忌给陌
生人开门，在外面玩时也千万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这是小朋友的安全也是为了家庭的安全!



活动反思：

通过这堂课，使小朋友们明白了，陌生人给我们的东西千万
不能要、东西更不能吃到嘴里、更不要随随便便就给陌生人
开门和跟陌生人一起回家等!陌生人都是不熟悉和不认识的人，
说不定全是有目的性的，有的陌生人会把小朋友偷偷带走，
让小朋友找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有的陌生人会跑到小朋友
家里去偷东西，我们可千万不要上了陌生人的当!

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增强幼儿的安全意识，培养幼儿互相关心的情感。

2、知道必要的逃生技巧，发生地震时不慌张。

3、了解一些地震的科普基本知识。

活动准备：

1、《地震现场》影像资料

2、一些小道具：枕头、书包、脸盆、毛巾等。

活动过程：

一、 谈话引入，引起幼儿的注意。

二、播放一段“5?12“汶川大地震的录象，采用触目惊心的
地震情景引入课题。

三、围绕录像与幼儿展开讨论，学习逃生技巧。

1. 摇晃时立即关火，失火时立即灭火。



2. 不要慌张地向户外跑。

3. 将门打开，确保出口。

4. 户外的场合，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之处。

5. 在百货公司、剧场时依工作人员的指示行动。

6. 汽车靠路边停车，管制区域禁止行驶。

7. 务必注意山崩、断崖落石或海啸。

8. 避难时要徒步，携带物品应在最少限度。

9. 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轻举妄动。

四、地震演练。

提出要求：听口令，不慌张，及时躲藏。

师：“小朋友，地震虽然很厉害，但是小朋友不能慌张，在
地震发生时，地面开始摇动后，有很短的时间可以用来躲避，
如果在这短时间内躲到安全的地方，就不会被砸伤。”

五、活动延伸：

学习儿歌《震前动物有预兆》，利用简单、清楚的动物形象
让幼儿知道一些震前的预兆。

活动反思：

这次活动，在知识科普方面做了跟多的铺垫，孩子们对地震
有了一定的科学了解，在此次的演习当中，孩子们可以及时
的做出正确反映。幼儿都掌握了发生地震该如何逃生的安全
知识和技能。个别幼儿的应变能力有待提高，机智性不高，



能力未能达到预期的水平。此外，个别幼儿钻的技能较低，
今后需加强锻炼。

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教学反思篇四

1. 通过学谚语和顺口溜，让幼儿初步了解地震前自然界的异
常表现。

2. 幼儿在教师组织引导下演练突发地震有序逃生及自救技能
及躲避伤害本领。

活动准备

1. 有关地震防震图片和vcd。

2. 防震科普片和防震科普宣传画。

活动过程

1. 通过学谚语和顺口溜，让幼儿初步了解地震前自然界的异
常表现，培养幼儿观察力和自我保护能意识。

动物反常情形谚语

动物震前有预兆，群测群防很重要。

牛羊骡马不进厩，猪不吃食狗乱咬。

鸭不下水岸上闹，鸡飞上树高声叫。

冰天雪地蛇出洞，大鼠叼着小鼠跑。

兔子竖耳蹦又撞，鱼跃水面惶惶跳。

2. 看vcd、科普片及宣传画教师讲解地震时应注意的问题：



1) 应准备好食物和必备的物品做应急。

2) 个人防护

室内—躲在坚实的家具下

教室—在教师指挥下抱头蹲在个自课桌下，地震停了马上有
秩序撤离，不要拥挤。

室外—远离狭窄街道、高大建筑等。

3. 以游戏形势进行简单防震演练。

小结

通过谚语、图片、游戏等方式使幼儿基本掌握地震突发事件
时逃生和自救技能，让幼儿掌握来不及逃离情况下如何躲避
地震伤害的本领，达到教学目的，效果很好。

延伸

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听，或者考一考他们防震知识。

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教学反思篇五

《幼儿教育纲要》指出：要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学习和
生活活动，满足幼儿各方面发展的需要，要让幼儿知道必要
的安全保健知识，学习保护自己。小班孩子由于年龄特点，
对于保护自己，珍惜生命的意识是极其缺乏的，我班不少家
长特别是爷爷奶奶反映，孩子一出幼儿园就跑开了，过马路
也不肯拉着大人。为了让孩子感悟到生命的珍贵，萌发保护
自己的安全意识，减少幼儿身心受到意外伤害的可能性。让
幼儿在有安全意识的基础上，时时提醒自己或他人注意交通
安全。为此我班开展了系列交通安全教育的活动。



1、让幼儿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安全知识，知道红灯停，绿灯
行的道理。

2、知道过马路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让幼儿知道不走斑马线
的危险性。

3、让幼儿学会念儿歌，进一步培养幼儿的幼儿的语言表达能
力。

4、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1.了解基本的交通知识，知道红灯停，绿灯行的道理。

2.在游戏活动中体验交通规则，知道行走时具体遵守哪些交
通规则，培养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1.图片：红、绿灯 ，斑马线。

2.有关情景游戏的创设。

3.儿歌《交通灯》。

（一）手指游戏。

教师带领幼儿一边说儿歌，一边做动作。

（二）谈话，引入主题。

1.“小朋友们知道怎样过马路吗？过马路时应该注意些什
么？”

（幼儿讨论）



教师小结：在马路上我们要右侧通行，跟大人一起时要让大
人握着手走，不能乱跑。当我们要过马路时，一定要左右看
看，没有车辆经过时我们才能穿过马路。

2.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认识红、绿灯，斑马线 。

3、讲解交通规则。

4、幼儿跟教师学说儿歌

“人行道上右侧行，红灯停（出示图片红灯），绿灯行（出
示图片绿灯），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三）游戏体验《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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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延伸活动：

行人走在马路上还应该注意什么？

（五）活动结束



小朋友们真聪明，我们顺利的通过马路了，一起跟红绿灯说
再见吧 ！

设计这个活动时，我首先根据小班幼儿的已有生活经验与认
知发展水平，将目标定位为：了解行人在马路上应该遵守的
一些交通规则，培养初步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由于
小班幼儿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因而活动内容不能过于繁
杂，而应简单明确。为此，我选择了幼儿日常生活中经常会
遇到的场景，教育幼儿不在马路上玩耍，要走人行道，过马
路要走斑马线等。我采用直观图片、情景模拟游戏等引导幼
儿参与活动，让幼儿了解交通知识。正所谓实践出真知，所
以我在活动后请家长在平时生活中引导幼儿，而且做给孩子
看，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实现家园共育，以增强幼儿的安全
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教学反思篇六

1、了解玩具塞入器官的后果，玩具不能塞进耳朵等身体器官。

2、知道发生意外是要去医院。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男孩木偶。

2、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1、谈话导入活动。

教师：



（1）小朋友们，你们玩过穿珠游戏吗？

（2）明明也来玩串珠，发生了什么事呢？

2、教师操作木偶表演故事情景。

（1）木偶表演：

旁白：游戏时间到了，明明选了自己最喜欢的穿珠游戏。

明明：小珠子，真有趣。（明明把小珠子塞到了耳朵里。）

（2）教师：明明玩串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觉得明明
这样做对吗？为什么？

3、引导幼儿观察挂图，继续讲述故事。

老师送明明到医院，医生挖出珠子。医生还告诉明明，下次
可不能再把珠子塞到耳朵、鼻孔、嘴巴里了，那样做耳朵和
鼻孔会流血，还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2）教师操作木偶，模仿明明的声音说：我再也不把玩具塞
到耳朵里了。

4、拓展幼儿经验。

（1）教师：我们身体上有一些小小的孔，如：耳朵、鼻子等
等，这些小小的孔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不能把东西
塞进这些小孔里。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像小珠子一样小？
什么东西比小珠子还小？它们可千万不能塞进我们身上的小
孔孔里呀。

（2）教师总结：教室里的小珠子、小插粒、小磁钉，家里的
小纽扣、小橡皮都不能塞进我们的耳朵、鼻孔、嘴巴里，如
果不小心掉进去，一定要马上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助我们。



在这个环节可以发现有些小朋友知道的安全知识比较多，作
为一个小班的幼儿但也知道一些常规安全知识。我又顺势引
导着她们知道，当发生了意外要去医院找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