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荡秋千的安全教案(大全10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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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荡秋千的安全教案篇一

防溺水安全教育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
与同学的'合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惯，提高对生
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教学重点：学习溺水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1.老师先向学生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

（1）教育学生周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大海、青
山头水门、池塘、无盖的水井边等处戏水、游泳。不能独自
或结伴到海边、池塘边钓鱼、游泳、玩水。

（2）教育学生在来校、离校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下江游泳。

（3）我们是小学生，很多同学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有学生
不慎掉进江河、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未成人不能冒然下
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箭来相助或拨打“110”。



2.老师谈谈事例，并由学生扮演小品

本学期××学校在周末，几名学生到讲河边钓鱼玩，有两名
学生不慎溺水死亡。这个悲惨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什么？这几
个同学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1）议一议：

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 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
则？

（2）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3）由这个事实谈谈我们的心得体会。

3.说一说 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什么？

（2）教师小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
里，希望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
觉遵守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荡秋千的安全教案篇二

1、幼儿了解基本的防火、救火常识，增强幼儿的防火意识。

2、指导幼儿练习钻的动作，提高幼儿的`平衡能力，并训练
幼儿动作的协调性。

1、消防员的照片，消防录像

2、消防员救火图片一幅，场景布置“家禽、家畜、野兽”的家
（包括字卡），



3、钻洞四个，平衡木四条，“哭声、电话铃声、消防车声”
录音磁带。

引导幼儿回想消防员了不起的地方，引起兴趣。

1、 观看录像。

2、 讨论（1）为什么会起火？

（2）如果你是消防员，你会怎么救火？

（3）消防员是怎么做的？

3、再次观看录像

（1）说说你们怕不怕火？为什么？

（2）消防员怕不怕火？你认为他是个怎样的人？

4、小结

1、警报声响，师：动物王国发生火灾，需要大家去帮忙救火。

引入活动，激发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

讨论：怎样将小动物救出来？

2、出示图片，让幼儿了解基本的救火常识。

教师演示用“水”救“火”（用字卡演示），讨论：除了水，
还能用什么救火？

荡秋千的安全教案篇三

让幼儿了解燃放烟花爆竹是我们国家传统的民间风俗习惯，



也是表达人们喜悦的心情，营造欢乐的氛围。一般是在庆典，
重大喜事，节日时然饭烟花爆竹。

让幼儿知道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常识，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

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增强思维的灵活性。

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孩子知道一般什么时候燃放烟花爆竹，知
道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常识。

画有在多个地方燃放烟花爆竹及燃放烟花爆竹燃放方法的挂
图

录有热闹庆典，节日的录像带

烟花鞭炮

教师引导：“燃放烟花爆竹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一项
很有特色的娱乐活动。人们除了辞旧迎新在春节，元旦燃放
烟花爆竹外，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比如国庆节，元宵
节和婚嫁，，建房开业等，都喜欢燃放烟花爆竹以示庆
贺。”引导幼儿说一说大年夜燃放烟花爆竹的情景，说一说
自己燃放烟花爆竹的经历。

请幼儿观察燃放烟花爆竹的挂图，说说挂图中的小朋友在做
什么，图中的小朋友为什么会受伤；火灾是怎么引发的，人
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多大的损伤。

通过学习，让孩子们有所认知。“烟花爆竹里有火药，火药
与火就会爆炸。因此，我们在购买和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一
定要注意安全。购买烟花爆竹一定要去正规的专营店，最好
只选购药量相对少的烟花爆竹。要在指点的地点燃放烟花爆



竹。在燃放烟花爆竹时要同爸爸妈妈一起，千万不要自己一
个人燃放。要把烟花爆竹放置妥当后早燃放。点燃烟花爆竹
的引线后，立即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千万不要在不安全
的场所如室内，楼梯口，加油站，棚户区，公共场所，有电
线的地方燃放烟花爆竹。燃放后还要仔细检查，有没有余火，
发现有余火的残片碎纸要及时清理，方可离开”

荡秋千的安全教案篇四

中二班.黄旦祝

1、激发幼儿的探究欲望，体验活动的乐趣。

2、丰富幼儿安全保护经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3、使幼儿懂得危险物品容易给人带来危害，学会简单的自救
方法。

生活物品若干（包括有危险因素的物品，如：打火机、插座、
电线、风扇、热水器、小刀等）

活动重点：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学会简单的自救方法。

活动难点：引导幼儿了解哪些物品容易给人带来危害，学会
简单的自救方法。

1、引导幼儿观察图片，说出这些物品的名称，了解这些物品
在生活中的应用。

2、请幼儿结伴讨论：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物品有危险？为什
么？教师指导幼儿结合经验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

3、幼儿分组操作活动：从图片中找出有危险的物品，向本组
小朋友介绍自己图片的内容，并说出如果乱动这些物品会造



成什么样的危害。

4、请幼儿分组讨论：如果发生意外，应采取自救自护的方法，
了解学习意外事故的自救方法。

（1）发生火灾时迅速撤离现场并大声呼救，用湿毛巾捂住鼻
子，弯腰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烫伤时可先用冷水冲一会儿，然后用干净的纱布或毛巾
盖在上面不动，再请成人帮助去医院治疗。

（3）误服药物及时告诉大人。

（4）小刀划破了皮肤，应请成人正确包扎。

5、请幼儿结合生活经验，自由讨论：还有哪些地方不安全？
我们应该怎样做等。

荡秋千的安全教案篇五

1、教会幼儿玩具的正确玩法，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2、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3、幼儿认识“安”，“全”，理解安全的含义。

“安”，、“全”、“跳”、“爬”、“挤”、“推”。

1、出示“女”字宝宝。（师：今天几个字宝宝来我们班做客，
和我们做游戏，可是这个字宝宝特别爱漂亮，所以我们准备
了漂亮的小帽子，我们来给他戴上吧。）

2、出示“安”的部首，幼儿认识“安”字。（师：字宝宝变
成了一个新字，是什么？安）



3、请幼儿为字宝宝“安”组词。（安全、安静、公安、安排、
转危为安、坐立不安等）

1、引出字宝宝“人”、“王”。

（师：教师到黑板前作听的动作：“小朋友，是谁在叫我？
哦，原来是字宝宝“人”等不及了，也想和我们做变魔术的
游戏，小朋友闭上眼睛，我们看看是什么游戏？）

2、教师把“人”、“王”变成“全”，幼儿认识“全”。

（师：原来是调皮的“人”字宝宝跳到了“王”身上了呢？
全）

3、请幼儿为字宝宝“全”组词。（安全、全部、全心全意、
完全等）

三、结合实际让幼儿理解“安全”的含义，并结合幼儿园实
际在日常生活注意有危险的地方，教会孩子们正确的玩，结
合小朋友平时的一些行为、动作让幼儿理解“安全”是小朋
友自己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伤。

（师：小朋友在幼儿园应该么注意安全，保护自己不受伤？）

请幼儿结合教室内和户外活动时的实际情况回答，培养幼儿
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教师加以补充、总结。

1、电源：不能触摸电源，防止发生生命危险。

2、窗户：不能爬到窗户上，也不能往下跳，防止发生意外。

3、课桌椅：幼儿不能爬到桌子上往下跳，也不能推椅子，防
止磕碰。

出示字卡：“爬”“跳”，请幼儿表演。



尖锐物品：不能玩铅笔、剪刀等尖锐物品。

1、站队：不推不挤，整整齐齐，下楼上楼时要靠右边行。

2、游戏时：遵守游戏规则，不乱跑。

3、玩滑梯：不推不挤，你先我后，不能爬，不能跳。

复习儿歌：《滑滑梯》：滑滑梯，滑滑梯，你先我后别着急。
上去好像爬大山，爬了一级又一级。下来好像坐飞机。

请幼儿注意在家里和路上的安全。幼儿知道交通规则和家里
危险的地方，并把这些危险的地方讲给小朋友听，达到相互
教育的目的。

荡秋千的安全教案篇六

1.知道爱护小手，不玩尖利的东西。

2.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和保护方法。

手受伤的`小熊玩具活动过程：

一、出示小熊玩具，通过故事导入："今天小熊在玩的时候可
不小心了，弄伤了自己的手，它自己很疼，都快哭了！"讨论：

二、讨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平时不玩剪刀、
小刀、针、玻璃片、铁片等尖利的东西。）

三、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小熊（或自己）受了伤的手。

（1）如果手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
口？为什么？

（2）手受伤了怎么办？



（3）手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

1．自觉爱护公共财物。

2．对损坏公共财物的行为加以劝阻，并想办法制止。

一、故事导入新课

1．看图讲向秀丽的事迹。

2．小结过渡：人们热爱英雄、敬佩英雄，希望全社会都学习
他们爱护国家财产的高尚品质。那么，究竟要学习他们什么
呢？让我们来仔细分析课文。

二、分析课文，讲明道理

1． 你知道哪些是公共财物吗？请随便例举。

学生回答

教学根据学生的回答加以肯定和补充，并详述什么是公共财
物。

追问：工厂、羊群是属于谁的财物？你还能列举出哪些是属
于国家和集体的财物吗？（同桌讨论） 小结：大家列举了工
厂、矿山、铁路及所有公共设施等，凡属于国家和集体的财
物，都是公共财物。

2．为什么要爱护公共财物。

（1）出示向秀丽保护公共财物的投影，引导学生讨论。

（2）放映龙梅、玉荣的录像片断，引导学生讨论。

（3）向秀丽和龙梅、玉荣的共同做法是什么？她们为什么这



样做？（分组讨论）

小结：她们把国家当成了是自己的家，如果你家的东西遭到
破坏，你会不会保护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说，她们是把
国家当成了是自己的家，公共财物是国家、集体的，是劳动
人民用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来之不易。因此她们为保护公
共财物而奋不顾身。

（4）她们这样做对国家、集体有什么好处？

（5）假如公共财物被人们随意破坏，对国家、人民有什么危
害？

（6）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句话说明什么？你怎样理解？（同学讨论） 小结：说明爱
护公共财物非常重要，谁都不能破坏。对待公共财物，公民
都要爱护，并尽力保护，这是每位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小结：爱护公共财物是爱集体、爱祖国、尊重劳动者的表现，
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3．讲明怎样爱护公共财物。

（1）向秀丽和龙梅、玉荣看到集体财产受到威胁时，是怎么
做的？谁要求她们那样做的？

（2）如果看到有人损坏公共财物，我们应怎么做？

（3）如果看到有人偷盗公共财物，我们应怎么做？（自由讨
论）

小结：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公共财物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观念。

三、补充事例，加深认识



（1）“读一读”，读“二兰”保护国家财产的事迹。

（2）列举爱护公共财物的典型事例。

（3）列举身边或自己爱护公共财物的事例。

说一说，爱护公物的人为什么值得敬佩？（引导学生讨论，
加深对观点的理解。）

四、联系实际，辨析巩固

五、总结全课，提出希望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明白了什么道理？

荡秋千的安全教案篇七

1、在掌握竞赛规则的基础上，大胆表达电梯在人们生活中的
作用。

2、乐意和同伴协商合作进行表演。

计分牌、举手牌、记录纸、笔、奖状、ppt、翻翻乐筛子。

大胆表达电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小组协商合作表演。

一、知识竞赛

最近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电梯的内容，我把你们出的许多关
于电梯的题目都放进了知识竞赛中，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举
行一场知识竞赛“电梯伴我行”。

1、竞赛规则



——知识竞赛有哪些规则?

小结：答题、计分、名次。

2、每队5人怎么分工?

小结：可以分举手、回答、记录、计分及队长。

3、自我介绍——队名+口号

4、竞赛开始、ppt验证

(1)必答题——厢式电梯外有哪两个按钮?厢式电梯里有哪几
种按钮?

(2)抢答题——厢式电梯里的安全提示有哪些?乘电梯时的文
明行为有哪些?

(3)情景表演题

——观看视频

——怎么样的表演可以得分?(个别幼儿示范)

——乘扶手电梯时左右两边都站着人，可是你要急着上去该
怎么办?(1分题)如果被困在电梯里怎么办?(3分题)如果是你
准备去乘电梯，你会怎么办?(5分题)

5、竞赛评奖“电梯冠军”

小朋友们平时都很喜欢乘电梯，但是以后再乘电梯时一定要
按照安全提示文明的乘坐电梯。



荡秋千的安全教案篇八

宝宝的'安全，牵挂着家长和老师的心，因此，要及早对宝宝
进行应付突发事件的训练，只要宝宝能记住人名、地址、电
话就可以训练，以防患与未然。

1、对宝宝进行安全防卫知识训练，提高宝宝的自我保护能力。

2、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3、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1、活动前请家长教宝宝记住自己的姓名、父母的姓名、单位、
家庭住址、家中的电话号码。

2、宝宝喜爱的玩具、糖果、点心等。

3、指导教师2名。（一名主教师，一名助教师）

1、主教师向宝宝询问个人资料。

宝贝，昨天老师让你们回家问了爸爸、妈妈的电话、单位等
情况，现在，老师要考考小宝贝了，看哪个宝宝最聪明。
（逐一向宝宝询问个人资料。包括宝宝的姓名、父母的姓名、
单位、家庭住址、家中的电话号码。）

2、宝宝回答后，教师总结：宝贝外出时要认识回家的路，无
论什么情况不要接受陌生的礼物，更不能跟陌生人走。

3、助教师扮演陌生人，试试宝宝的反应。



助教师扮演陌生人，走到一小宝宝跟前，用宝宝喜爱的玩具、
糖果、点心等哄宝宝说：“宝贝，我给你带来了很多好吃、
好玩的东西，喜欢吗？我们一起到外面去玩，好吗？”

4、主教师小结：宝贝，不管陌生人给你什么好吃、好玩的东
西，你千万不能接受，更不能跟他走，如果陌生人硬要把你
抱走，一定要大哭大叫。

5、活动结束： 总结宝宝游戏情况。

叮嘱家长：以后带宝宝外出回家时，启发宝宝领着家长回家。

通过本次活动，宝宝已经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老师和家长
还要结合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及时进行教育，让宝宝时
刻具有防备心理。

荡秋千的安全教案篇九

活动理念：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活动，教育学生学习正确对待
偶发事件，得体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有利于学生之间的
沟通和交往。

活动目标：

知道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偶发事件;认识有话好好说，有利于双
方的沟通和交往。

活动准备：1、有选择的用多媒体展示和讨论学生填写的内容。
2、先观察和了解学生中曾发生过矛盾。

活动流程：表演感受——模拟劝说——学会沟通

活动指导



指名同学读课题，读了课题，你想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为
什么要学习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偶发事件。做到有话好好说
呢?)

师提问：在生活中，这种事情是难免发生的，你认为他们之
间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引导学生说，由于“说”的语言，语气，
语态不同，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学生说的也可以表演。

1、出示对话框。

2、学生依据情景，设想和填写可能发生的几种结果。

3、自找搭档选择表演，进行对比感受。

你希望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让学生说说。老师在学生说的基
础上进行小结：在生活中，难免会偶发不顺心的事，但处理
方式不同就会发生不同的后果。

二、老师讲一个故事：王宁看见朱静手上有一本《西游记》，
伸手就抢，谁知朱静紧握着不放，两人争夺时，把书撕破了
一页。王宁连忙赔礼道歉，并说“我来帮你贴好。”朱静不
依不饶地说：“不行，要你陪新书;”同学在一旁劝说，朱静
就是不听。

学生听后，老师帮助学生作以下分析：有为难人的;有怜惜心
爱人的物品的;有不服气的。尽管王宁给赔礼道歉，他还是得
理不饶人，请同学们劝劝朱静好吗!

师小结：遇到此类事，要学会“得理

应饶人”的处理方式，及时化解矛盾冲突。

三、请两个同学讲故事

1、唐明有道题不会做，他拿过好朋友曾玲的作业就抄，曾玲



看见急忙制止，唐明没好气的说：“真不够朋友。”

2、宁洁的家庭作业本没给家长签字，挨了老师的批评。回家
后，她闷闷不乐。妈妈关心的问原因，她不耐烦地说：“就
怨你，昨天没签字。”

遇到这两种情况，你会怎样说呢?可以模拟表演的

师总结：

说气话会使友谊受到伤害，矛盾更加突出，所以有话要好好
说才行的。

四、让学生联系生活说说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要解决问题，
就要心平气活地好好说说，这样有利于与他人交流和沟通，
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化解冲突，学会处理问题。

1、例如：晚上，你和妈妈看为争看电视节目而发生了冲突。
你会怎样说呢?

2、主动找与你有隔阂或有矛盾的同学好好谈一谈。

说气话会使友谊受到伤害，矛盾更加突出，所以有话要好好
说才行的。

四、让学生联系生活说说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要解决问题，
就要心平气活地好好说说，这样有利于与他人交流和沟通，
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化解冲突，学会处理问题。

1、例如：晚上，你和妈妈看为争看电视节目而发生了冲突。
你会怎样说呢?

2、主动找与你有隔阂或有矛盾的同学好好谈一谈



荡秋千的安全教案篇十

2、能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探索和发现；

教室里面的`各种废旧物品

谈话导入——观察感知——联系3、15讲一讲

1、谈话导入

师：老师今天的身体有点不舒服，我的肚子有点疼，你们知
道怎么回事吗？（幼儿猜测）

其实，我是吃坏了东西了，哎，昨天的时候，老师和好朋友
出去玩，买了一些牛奶喝了，谁知道牛奶是过期的，所以，
老师的肚子现在还疼呢。吃了过期的东西会不舒服的，会生
病的。

老师是怎么知道吃过的牛奶是过期的呢？（盒子上有时间的）

盒子上的时间叫食品保质期

2、观察感知

哪些食品有保质期啊？看看我们的教室里面哪些东西有保质
期啊？

你在哪里找到保质期？

3、联系3、15讲一讲

昨天老师吃了过期的食品后，你们知道老师是怎么做的吗？
我去消费者协会投诉了，因为昨天是3、15号，也就是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如果你买的东西质量不好或者是过期食



品都可以为自己讨回公道的。

师生小结：一般来说，饮料的保质期都在哪里？（瓶口上）

盒子包装的保质期在哪里啊？（盒子底部）

口袋食品的保质期在哪里啊？（口袋边上）

原来他们的位置都不一样的啊

师：那保质期的时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回家的时候你们
看看再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