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级防火班会教案(通用6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一年级防火班会教案篇一

森林燃烧也就是林火，是自然界中燃烧的一种现象。所以我
们要从小学会消防安全知识，预防森林火灾，下面一起来看
看最新的森林防火教案吧!

1、通过对火灾事件的了解，知道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提高
学生的防火意识，明确防火自救的重要性。

2、认识各种灭火设备，掌握一些消防安全常识及灭火、防火
自救的方法。学会本领，化险为夷。提高学生的自救意识，
培养应变能力。

3、学习利用各种方法查阅、收集、处理信息资料，培养学生
搜集和处理信息能力、获取新知识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
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及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

1、展示各种火灾现场图片，师：看了这些图片，你想说什
么?你在哪里还看到过这样惨不人睹的场面?有什么感受?(指
名后小组交流。)

(1)为什么会发生森林火灾?

(2)图片中有几种动物?他们有哪些不同的神情?



(3)那个男孩是怎么样协助动物们逃生的?

3、小结：是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命如此美丽，
但又是如此脆弱。我们要珍惜宝贵的`生命，提高防火意识，
象图片中的英勇男孩一样掌握一些自救逃生的方法。

1、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各种途径收集有关“火”的书籍、期刊、
报刊杂志等，并加以研读。

2、以小组为单位归纳整理出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并制作成防
火手册或编一份防火宣传手抄报。如：“火”的可
怕，“火”的预防，灭“火”的方法，逃生常识及发生火灾
时如何拨打求助电话。

3、手册、手抄报完成后，请老师或家长予以签名、鼓励，并
于适当的时间在校园内展示。

1、抢答题。(老师提供部分问题，学生可适当补充。)

(1)生活中的哪些因素会引起火灾?

(2)一旦发生火灾，要迅速拨打什么电话号码?

(3)扑救时是先救人还是救物?先断电还是先救火?

(4)电话报警时要注意报清、报全哪些信息?

(5)列举几种逃生方法。如：关门求生、从窗户逃生、安全出
口逃生等。

2、判断题。(学生也可补充题目。)

(1)禁止学生携带烟花、爆竹、砸炮、火柴等易燃易爆物品。

(2)有一天，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到某山林去野炊。



(3)报警时报警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可以不说明。

(4)发生火灾时，不要盲目开窗开门，用湿毛巾、衣服等衣物
包住头脑，尤其是口鼻部。

(5)家用电器起火，应马上关掉电源开关，千万不要往电器上
泼水。

3、游戏：编一编防火的拍手歌。

4、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各种灭火设备知识及灭火方法，组织
学生表演模拟灭火(制作道具，学生扮演火魔和灭火英雄。)

5、引领学生在校园内考察逃生路线，并制作逃生路线图和逃
生路标。评选出最佳路线图加以记分。

1、逃生演练。要求：学生统一身着运动衣、运动鞋。

2、在体育委员带领下做好准备活动。

3、放置火灾道具。

4、查看逃生路线。

5、在老师带领下分组疏散逃生。

6、小结，评价。谈谈收获与体验。

一年级防火班会教案篇二

  1、游泳需要经过体格检查。

  2、要慎重选择游泳场所。



  3、下水前要做准备运动。

  4、饱食或者饥饿时，剧烈运动和繁重劳动以后不要游泳。

  5、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跳水。

  6、发现有人溺水，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
人前来相助。

一年级防火班会教案篇三

1、对学生进行用电、防火、防水等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
识，使学生学会一些自救的方法，让学生在遇到危险时能采
取一定的措施，保护自己。

2、培养学生自我生存能力，使学生安全，健康地成长。

使学生树立用电、防火、防水等自护、自救的观念，增强安
全意识。

资料准备：《安全教育读本》

（一）用电安全：

1、学生说说家里有哪些电器？（引起学生兴趣，因他们较熟
识。）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一定的用电知识，不注意用电安全，
就会很危险。所以，我们不要出于好奇，自行拆卸、维修电
器，不要私自拉或乱接电线和随意拆装电器。使用和操作电
器要注意不能湿水，一旦电器出现故障，应立即截断电源。

（二）防火安全：



1、提出问题讨论：如果你发生火灾或看到邻居有火灾怎么做？
（学生各自发表意见，说做法，对正确的肯定。）

2、根据讨论，结合《安全教育读本》向学生补充一些防火知
识。

检查自己有哪些不安全的事，写下来，并说说如何注意。

一年级防火班会教案篇四

1、知道不能随便玩火，并了解火的危害。

2、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有关火的图片、幻灯片、故事。

活动过程：

1、教师组织幼儿以火为题展开讨论，讲述火对人类有利的方
面和不利的方面。如火可以照明、取暖，烧水、做饭，火箭、
导弹发射，卫星升天等，告诉孩子们，我们的一日三餐、出
行上班、工农业生产都离不开火。但是违背了用火的规律，
不正确的使用它，它就会发起脾气来，烧毁财富，甚至危及
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要认识它、驯服它、正确使用它，
让它为我们人类更好的服务。



2、教师介绍火能够发烟、发热、火焰的特征和容易引燃周围
可燃物导致火灾等；举出一次火灾实例，配合图片进一步讨
论火灾对人的危害，引起幼儿对安全用火的注意。

3、介绍灭火逃生的故事，组织幼儿观看有关怎样灭火的幻灯，
教给幼儿一旦发生意外，不要慌不乱，要听老师的指挥，要
低下身子，用湿毛巾捂住鼻子排队按顺序疏散，以防烟雾呛
人，发生窒息，防止挤伤、踩伤等。

活动反思：

通过系列的消防活动，孩子们了解了火的用途和危害，知道
不能玩火。而且还了解一些灭火和逃生的方法。在幼儿园的
防火演习活动中，幼儿听到紧急哨声，动作迅速的用手或布
捂住嘴，蹲着或爬着在老师带领下迅速逃离现场。幼儿没有
慌张和不知所措能在老师引导下迅速离开现场，说明幼儿通
过学习有了一定的经验，并掌握了一些逃生的技能。

一年级防火班会教案篇五

1、通过本次主题班会，学习和掌握一些安全常识，增强学生
安全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2、使学生树立自护、自救观念，形成自护、自救的意识，使
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活动过程：

一、用亲情激发学生“我要安全”的意识。

二、让学生了解安全知识。

1、用电安全



1)认识了解电源总开关，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关断电源。

2)不用湿手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3)电器使用完毕后应拔掉电源插头。

4)使用中发现电器有冒烟、冒火花、发出焦糊的异味等情况，
应立即关掉电源开关，停止使用。

5)发现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物
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救人。

2、安全使用煤气

1)燃气器具在工作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被风吹灭或
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煤气大量泄露而发生火灾。

2)取暖时，屋内要注意开窗透气防止煤气中毒。使用燃气器具
(如煤气炉、燃气热水器等)，应充分保证室内的通风，保持
足够的氧气，防止煤气中毒。

三、交通安全

1、行走时怎样注意交通安全

1)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
边行走。

2)在没有交通民警指挥的路段，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
机动车辆争道抢行。

3)穿越马路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

4)冬季有霜冻，路面较滑，有时还有大雪、大雾天气。行走
要当心，骑车上学要结伴而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严禁乘



坐无牌无证等不符合规定的车辆。遇到温差大的天气，要及
时适时增减衣服、穿好棉鞋棉袜，戴好手套，防止冻坏身体、
冻伤手脚，防止学生感冒。

四、总结：

总之，生活中处处有危险，时时有祸患，只有靠我们谨小慎
微，只要我们处处小心，注意安全，讲究科学，警钟长鸣，
掌握自救、自护的知识，锻炼自己自护自救的能力，机智勇
敢的处理遇到的各种异常的情况或危险，就能保证我们平安
健康地成长。

一年级防火班会教案篇六

地点：本班教室

参加人员：全体师生

活动目的：通过结合“全国防灾减灾日”开展活动，进一步
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工作，帮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
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保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健康有
序的开展。

活动要求：各年级中队辅导员布置队员提前收集资料，各中
队根据自己学生情况自定活动主题，可根据下发的材料学习，
学习后讨论，也可适当在班级里做模拟演练。活动时将各自
主题书写在教室黑板上。

活动资料：

一、地震时该怎样办

1、躲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下面大的地震晃动时间约为1分钟



左右。首先，在重心较低、且结实牢固的桌子下面躲避，并
紧紧抓牢桌子腿。在没有桌子等可供藏身的场合，无论如何，
也要用坐垫等物保护好头部。

2、不要慌张地向户外跑地震发生后，慌慌张张地向外跑，碎
玻璃、屋顶上的砖瓦、广告牌等掉下来砸在身上，是很危险
的。此外，水泥预制板墙、自动售货机等也有倒塌的危险，
不要靠近这些物体。

3、将门打开，确保出口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等，由于地震的
晃动会造成门窗错位，打不开门，曾经发生有人被封闭在屋
子里的事例。请将门打开，确保出口。

4、户外的场合，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之处在繁华街、楼
区，最危险的是玻璃窗、广告牌等物掉落下来砸伤人。要注
意用手或手提包等物保护好头部。在楼区时，根据情况，进
入建筑物中躲避比较安全。

5、地震发生后应当采取哪些自救措施?大地震中被倒塌建筑
物压埋的人，只要神志清醒，身体没有重大创伤，都应该坚
定获救的信心，妥善保护好自己，积极实施自救。a.要尽量用
湿毛巾、衣物或其他布料捂住口、鼻和头部，防止灰尘呛闷
发生窒息，也可以避免建筑物进一步倒塌造成的伤害。b.尽量
活动手、脚，清除脸上的灰土和压在身上的物件。c.用周围可
以挪动的物品支撑身体上方的重物，避免进一步塌落;扩大活
动空间，保持足够的空气。d.几个人同时被压埋时，要互相鼓
励，共同计划，团结配合，必要时采取脱险行动。e.寻找和开
避通道，设法逃离险境，朝着有光亮更安全宽敞的地方移
动。f.一时无法脱险，要尽量节省气力。如能找到代用品和水，
要计划着节约使用，尽量延长生存时间，等待获救。g.保存体
力，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在周围十分安静，或听到上面(外
面)有人活动时，用砖、铁管等物敲打墙壁，向外界传递消息。
当确定不远处的有人时，再呼救。



二、火灾逃生小常识

一般来说，在高层建筑中遭遇火灾时，首先应该防止窒息和
中毒，从消防通道及时逃生。如果火势太大，可以选择卫生
间等地方躲避，等待救援。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贸然跳楼。

1.卫生间是个避难所如果房间内起火，且门已被火封锁，室
内人员不能顺利疏散时，可另寻其他通道。如通过阳台或走
廊转移到相邻未起火的房间，再利用这个房间的通道疏散。
发生火灾时，实在无路可逃时，可利用卫生间进行避难。因
为卫生间湿度大，温度低，可用水泼在门上、地上进行降温。

2.如果房间外面起火，且火势较大，可将门缝用毛巾、棉被
等封死，不断往上浇水进行冷却，防止外部火焰及烟气侵入。
如果是晚上听到报警，首先要用手背去接触房门，如果是热
的，门不能打开，否则烟和火就会冲进卧室。如果房门不热，
火势可能还不大，通过正常的途径逃离房间是可能的。如在
楼梯间或过道上遇到浓烟时要马上停下来，千万不要试图从
烟火里冲出。

3.湿毛巾捂嘴匍匐前进在疏散过程中，应采用湿毛巾或手帕
捂住嘴和鼻，防止吸入毒气。由于着火时烟气太多聚集在上
部空间，因此在逃生时，不要直立行走，应弯腰或匍匐前进，
但石油液化气或城市煤气火灾时，不应采用匍匐前进方式。

因为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可以用浸湿的棉被、毛毯等遮盖在
身上，确定逃生路线后，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冲出火场，到达
安全地点。

4.千万注意，不能乘普通电梯逃生。高楼起火后容易断电，
这时候乘普通电梯就有“卡壳”的可能，使疏散失效，反而
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而且人员在电梯里随时会被浓烟毒气熏
呛而窒息。



5.迫不得已不要跳楼如果多层楼着火，楼梯的烟气火势特别
猛烈时，可利用绳索、消防水带，或者用床单撕成条连接起
来，一端紧拴在牢固的门窗上，再顺着绳索滑下。

如无条件采取上述自救办法，而时间又十分紧迫，烟火即将
威胁生命时，较低楼层(如二楼)可以选择跳楼逃生。但是一
定要先向地面上抛下棉被、沙发垫子等物品，以增加缓冲，
然后手扶窗台往下滑，以缩小跳楼高度，并保证双脚首先落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