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保护安全教案大班反思(大全8篇)
高一教案包含了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方
法的选择以及评价方式的确定等，是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重
要依据。接下来是一些五年级教案的精选范文，供大家参考
和借鉴。

自我保护安全教案大班反思篇一

1、帮助幼儿掌握安全知识，从小树立保护自我的安全意识。

2、设计安全教育课程，以丰富地震知识，提高防震意识与幼
儿应对危险能力。

3、通过演练，让幼儿懂得地震来时正确的避震、疏散方法，
培养幼儿掌握正确的逃生要领，从容应对地震灾害。

4、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5、知道在发生危险时如何自求。

活动准备

1、幼儿教师共同收集的地震安全宣传挂图，课件，地震视频
小简段，爱心小背篓。

2、逃生小书包(手电筒，矿泉水，面包，打火机，刀子，绳
子等)

活动过程

一、课前热身

老师带领小朋友闭着眼睛听音乐，让幼儿感受地震来时天崩



地裂的感觉，教师观察小朋友的表情。

听完音乐提问：

1、音乐表现的是什么声音?(地震时的声音)

2、小朋友听了音乐以后有什么感觉?(害怕)

引导幼儿说说自己的见识和感受，使幼儿知道遇到地震时不
要慌，要听从老师的指挥，有序的撤离可以避免危害的发生。

那地震来了我们要怎么办?————(幼儿讨论问题)

二、幼儿根据讨论的结果按自己的方法进行演练，教师对幼
儿的演练过程做观察记录。

三、教师对幼儿的撤离演练做评价，发表自己的看法，讲述
观察记录，总结幼儿的演练效果(从幼儿的撤离路线和撤离时
的动作进行评价)。

四、教幼儿安全有效的撤离

1、学习正确的撤离动作

提问：我们在撤离的时候如何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护自己?

(双手抱头，上身向前弯曲，快速撤离)

2、出示班级撤离图带幼儿观察并找出班级在紧急情况下撤离
的路径和位置。(使幼儿知道图中标记路径为安全的并且为最
近路径。)

3、带幼儿观察撤离路径的条件，引导幼儿讨论：怎么走到达
安全地带的路径最快，启发幼儿讲述撤离方法和注意事
项，(如可以分成两队，按顺序，听老师指挥，不拥挤等。)



4、组织幼儿进行演习，演练室内紧急避震和撤离。若在演练
过程中出现幼儿拥挤，无秩序老师要及时纠正并组织再次演
练，使幼儿掌握正确快捷的撤离方法。

五、让幼儿了解一些防震减灾的基本常识。

1、自由讨论，教师拓展。

a.如果在平房里，突然发生地震，要迅速钻到床下、桌下，
同时用被褥、枕头、脸盆等物护住头部，等地震间隙再尽快
离开住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地震时如果房屋倒塌，应呆
在床下或桌下千万不要移动，要等到地震停止再逃出室外或
等待救援。

b.如果住在楼房中，发生了地震，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是：
及时躲到两个承重墙之间最小的房间，如厕所、厨房等。也
可以躲在桌、柜等家具下面以及房间内侧的墙角，并且注意
保护好头部，千万不要去阳台和窗下躲避。

c.如果正在上课时发生了地震，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能在教
室内乱跑或争抢外出。靠近门的同学可以迅速跑到门外，中
间及后排的同学可以尽快躲到课桌下，用书包护住头部;靠墙
的同学要紧靠墙根，双手护住头部。

d.如果已经离开房间，千万不要地震一停就立即回屋取东西。
因为第一次地震后，接着会发生余震，余震对人的威胁会更
大。

e、如果在公共场所发生地震，不能惊慌乱跑。可以随机应变
躲到就近比较安全的地方。

f.如果正在街上，绝对不能跑进建筑物中避险。也不要在高楼
下、广告牌下、狭窄的胡同、桥头等危险地方停留。



g.如果地震后被埋在建筑物中，应先设法清除压在腹部以上
的物体;用毛巾、衣服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窒息;要注意保存
体力，设法找到食品和水，创造生存条件，等待救援。

2、观看图片，演示课件，视频。

3、教师补充讲解正确的避险，逃生，自救方法。

4、通过观看汶川，玉树地震后全国支援帮助灾区的图片视频，
教育幼儿从小有关爱社会，关爱他人的美好心灵。

5、教师和小朋友一起叠祝愿星，祝福灾区小朋友，把祝愿星
投在爱心小背篓里。

活动结束

总结本节主要内容：地震来了怎么办?

让小朋友背起自己的逃生小书包在正确的演练一次，地震来
了怎么办。

自我保护安全教案大班反思篇二

1 、知道火警电话 119 ，报警电话110，爸爸妈妈的电话号
码。

2 、懂得自我保护。

3 、巩固认识0-9数字。

4 、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 、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 、《自我保护》视频。

2 、电话号码字卡(能认识119、110和一些相关标识的衣服以
及警车、消防车)

1、拿出10个数字字卡，让小朋友们拼出火警电话和报警电话。

2、请小朋友们指出消防车和警车。

3、请小朋友们说出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

4、选择性观看视频

a、观看视频一：在外面走丢了怎么办?

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走丢了应该怎么办?

b、观看视频二：陌生人敲门怎么办?

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陌生人敲门应该怎么回答?

c、观看视频三：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别人要触摸自己的身体你该怎么回答?

通过谈话活动，孩子们知道了火警电话、报警电话，和爸爸
妈妈的电话，部分孩子还能用数字拼出爸爸或妈妈的电话号
码。通过观看视频和讨论活动，孩子们也了解了一些自我保
护的方法。但也还有个别孩子还是不能记住爸爸或妈妈的电
话号码，课后应注意让家长配合这方面的教育。

自我保护安全教案大班反思篇三

1 、知道火警电话 119 ，报警电话110，爸爸妈妈的电话号
码。

2 、懂得自我保护。

3 、巩固认识0-9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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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保护》视频。

2 、电话号码字卡(能认识119、110和一些相关标识的衣服以
及警车、消防车)

1、拿出10个数字字卡，让小朋友们拼出火警电话和报警电话。

2、请小朋友们指出消防车和警车。

3、请小朋友们说出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

4、选择性观看视频

a、观看视频一：在外面走丢了怎么办?



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走丢了应该怎么办?

b、观看视频二：陌生人敲门怎么办?

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陌生人敲门应该怎么回答?

c、观看视频三：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别人要触摸自己的身体你该怎么回答?

通过谈话活动，孩子们知道了火警电话、报警电话，和爸爸
妈妈的电话，部分孩子还能用数字拼出爸爸或妈妈的电话号
码。通过观看视频和讨论活动，孩子们也了解了一些自我保
护的方法。但也还有个别孩子还是不能记住爸爸或妈妈的电
话号码，课后应注意让家长配合这方面的教育。

自我保护安全教案大班反思篇四

1 、知道火警电话 "119" ，报警电话110，爸爸妈妈的电话
号码。

2 、懂得自我保护。



3 、巩固认识0-9数字。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1 、《自我保护》视频。

2 、电话号码字卡(能认识119、110和一些相关标识的衣服以
及警车、消防车)三、活动过程1、拿出10个数字字卡，让小
朋友们拼出火警电话和报警电话。

2、请小朋友们指出消防车和警车。

3、请小朋友们拼出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

4、选择性观看视频a、(一) 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一：在外面走
丢了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走丢了应该怎么办?

b、(一) 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二：陌生人敲门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陌生人敲门应该怎么回答?

c、(一) 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三：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二)提问，
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别人要触摸自己的身体你该怎么回答?

d、(一) 组织幼儿观看视频四：不要随便跟别人走(二)提问，
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别人叫跟他走要去吗?应该怎么回答?

e、(一) 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五：学会大声求救(二)提问，启发
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求救的时候是喊什么?

安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继续探讨和努力，将安
全教育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不断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每位幼儿撑起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自我保护安全教案大班反思篇五

1.结合生活实际，了解防盗的设施与方法。

2.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激发求知欲、创造力。

3.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

本目标从认知、能力、情感等多角度确立，内容涉及社会、
健康、科学、美术等多个教案，力求"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
又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1.幼儿收集的各种防盗设施、方法的图片资料。

2.画有"住宅小区、银行、博物馆、超市、幼儿园"的图片。

讨论：你们家有没有被偷掉过东西，是怎么一会事?

(从孩子熟悉的生活内容入手，孩子参与踊跃，描述绘声绘色，
兴趣充分激发)

(1)幼儿介绍自己了解的防盗方法。

(通过实物投影仪，幼儿把准备的'图片资料在电视屏幕上展
示，并介绍给大家)

(2)幼儿布置展板，教师鼓励幼儿观看并相互介绍。

(3)鼓励幼儿把知道的更多的防盗方法介绍给大家。

(1)"有了这么多的防盗方法是不是一定安全了，为什么?"

(2)"原来，小偷是会想尽坏主意偷东西，所以我们在平时生
活中还要注意些什么?"

(3)"如果我们真得发现小偷该怎么办?"

自我保护安全教案大班反思篇六

一、活动目标：

1、知道火警电话“119”，报警电话110，爸爸妈妈的电话号
码。

2、懂得自我保护。



二、活动准备

1、《自我保护》视频。

2、电话号码字卡(能认识119、110和一些相关标识的衣服以
及警车、消防车)

三、活动过程

1、拿出10个数字字卡，让小朋友们拼出火警电话和报警电话。

2、请小朋友们指出消防车和警车。

3、请小朋友们拼出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

4、选择性观看视频

a、

(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一：在外面走丢了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走丢了应该怎么办?

b、

(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二：陌生人敲门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陌生人敲门应该怎么回答?

c、

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三：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别人要触摸自己的`身体你该怎么回答?

d、

(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四：不要随便跟别人走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别人叫跟他走要去吗?应该怎么回答?

e、

(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五：学会大声求救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求救的时候是喊什么?

活动反思：

通过谈话活动，孩子们知道了火警电话、报警电话，和爸爸



妈妈的电话，部分孩子还能用数字拼出爸爸或妈妈的电话号
码。通过观看视频和讨论活动，孩子们也了解了一些自我保
护的方法。但也还有个别孩子还是不能记住爸爸或妈妈的电
话号码，课后应注意让家长配合这方面的教育。

自我保护安全教案大班反思篇七

1 、知道火警电话 "119" ，报警电话110，爸爸妈妈的电话
号码。

2 、懂得自我保护。

3 、巩固认识0-9数字。

4、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5、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1 、《自我保护》视频。

2 、电话号码字卡(能认识119、110和一些相关标识的衣服以
及警车、消防车)

1、拿出10个数字字卡，让小朋友们拼出火警电话和报警电话。

2、请小朋友们指出消防车和警车。

3、请小朋友们拼出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

4、选择性观看视频

a、(一) 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一：在外面走丢了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走丢了应该怎么办?

b、(一) 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二：陌生人敲门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陌生人敲门应该怎么回答?

c、(一) 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三：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别人要触摸自己的身体你该怎么回答?

d、(一) 组织幼儿观看视频四：不要随便跟别人走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别人叫跟他走要去吗?应该怎么回答?

e、(一) 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五：学会大声求救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 、求救的时候是喊什么?



通过谈话活动，孩子们知道了火警电话、报警电话，和爸爸
妈妈的电话，部分孩子还能用数字拼出爸爸或妈妈的电话号
码通过观看视频和讨论活动，孩子们也了解了一些自我保护
的方法。但也还有个别孩子还是不能记住爸爸或妈妈的电话
号码，课后应注意让家长配合这方面的教育。

自我保护安全教案大班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知道火警电话”119“，报警电话110，爸爸妈妈的电话号
码。

2、懂得自我保护。

3、巩固认识0-9数字。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能说出不易玩耍的地方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隐患。

活动准备：

1、《自我保护》视频。

2、电话号码字卡(能认识119、110和一些相关标识的衣服以
及警车、消防车)三、活动过程1、拿出10个数字字卡，让小
朋友们拼出火警电话和报警电话。

2、请小朋友们指出消防车和警车。

3、请小朋友们拼出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

4、选择性观看视频a、(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一：在外面走丢



了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走丢了应该怎么办?

b、(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二：陌生人敲门怎么办?

(二)提问，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陌生人敲门应该怎么回答?

c、(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三：我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二)提问，
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别人要触摸自己的身体你该怎么回答?

d、(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四：不要随便跟别人走(二)提问，
启发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别人叫跟他走要去吗?应该怎么回答?

e、(一)组织幼儿观看视频五：学会大声求救(二)提问，启发
幼儿讨论。

1、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2、求救的时候是喊什么?

教学反思：

安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将继续探讨和努力，将安
全教育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不断增强孩子们的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每位幼儿撑起一把安全的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