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下学期安全活动教案反思 幼
儿园大班下学期安全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下学期安全活动教案反思篇一

1、学会开关水龙头和接水的方法，不浪费水。

2、懂得定时喝足量的水，随渴随喝。

3、能按秩序排队接水，形成初步的规则仪式。

?活动准备】

饮水机，为幼儿准备温度适宜的开水。

?活动过程】

(一)歌曲导入法：

2、小朋友你们都认识了自己的小杯子，今天老师也用用小朋
友的杯子，和李老师一起玩一个“干杯的游戏。引出幼儿兴
趣，并让幼儿明白碰杯后必须的喝。

(二)学习接水的方法：

1、老师用图片引出接水的方法：先找到自己的杯子，按秩序
进行排队，先接一些凉水，再接一些热水，接多少喝多少，
不能浪费水，等前面小朋友接完了后面的再接。



2、请幼儿坐到椅子上，老师先和每个小朋友碰杯喝一口水，
再启发幼儿和旁边的同伴玩干杯的游戏，直到把水喝完。小
朋友碰杯时要轻轻的，不要把水洒出来，喝水要边喝边咽，
不能边喝边玩。

3、小朋友你们都喝完了，请朋友自己轻轻的把杯子放回原处。

(三)道理阐述：

老师出示教师节收到的鲜花，并告诉幼儿花因为没有喝足水，
所以就枯萎了，所以小朋友每天要喝足够的水，才能健康的
成长。所以小朋友应该觉得口渴时就喝水。

活动延伸：

1、平时训练幼儿喝水本领。

2、水杯旁边设置一个喝水记录兰，每喝一杯水就插一面小红
旗。督促幼儿喝水。

大班下学期安全活动教案反思篇二

（1）教师：假期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到很多地方玩。

但是，生活中有很多地方十分危险，是小朋友不能去玩耍的。

你知道哪些地方存在危险，不能去玩耍吗？

（2）幼儿自由发言并讨论，教师在黑板上的大白纸上用图夹
文方式记录大家都同意的几点。

（3）教师小结幼儿所讲的内容。

教师：刚才小朋友们说出了很多不适合玩耍的地方，还有哪



些地方不能去玩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班下学期安全活动教案反思篇三

1、教师和幼儿玩“旅游去”的游戏，体验旅游路图的陌生和
遥远。

（1）教师组织幼儿回忆曾经旅游过的地方，让幼儿明确旅游
时要坐各种交通工具。

2、教师和幼儿观看创设的游戏情境。

（1）小朋友们可以坐汽车或者火车去不同的地方，可以去海
边游泳，可以和爸爸妈妈去商场、超市购买喜欢的玩具等。

（2）教师和幼儿在《开火车》的音乐伴奏声中玩“旅游去”
的游戏。

3、教师引导幼儿讨论乘坐的交通工具和在危险的地方时应注
意的问题。

（1）教师和幼儿乘坐在汽车或者火车上，讨论乘坐的安全，
如：等汽车停下后再排队上下车，乘坐时不要将头、手伸出
窗外等。

（2）教师启发幼儿谈谈在海滩、游泳池等有危险的地方如何
注意安全。

（3）教师组织逛商场或者超市，讨论迷路后的解决方法。

（4）和爸爸妈妈逛商场时如果不小心迷路，小朋友该怎么办
呢？

4、教师和幼儿共同创编遇到突发情况后的解决方法的儿歌，如



“外出紧跟爸妈，东张西望可不好，不见大人怎么办？别急，
别急，慢慢想，先在原地等妈妈，再请叔叔（阿姨）打110，
警察一定会帮忙。”

5、教师启发幼儿在游戏情境中注意安全，并模拟练习遇到突
发情况时的解决方法。

6、小结在旅途中乘坐交通工具时、在有水等的地方时，以及
在遇到突发情况时的安全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7、组织幼儿再次玩“旅游去”的游戏，以“安全儿歌”巩固
幼儿的安全行为。

大班下学期安全活动教案反思篇四

(1)"小朋友想想如果我们这儿连续几天都下雨，感觉会是怎
样呢?有哪些不方便呢?"

"如果大雨连续不停的下，将会发生什么?"(幼儿交流)

(2)看图片，了解水灾的危害性

"连续下大雨发生了什么事情?洪水给人们带来了哪些灾
难?"(教师和幼儿共同边看图片边交流)

2、交流感受和逃生方法

"看到这样的灾情你是怎样想的?"

"洪水来了我们可以怎样逃生自救?"发求救信号、抱住树木、
爬上屋顶)

3、了解洪水发生的原因



"现在为什么每年有特大洪水?"

"减少灾害天气有什么办法?"

(教师告诉幼儿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与减少水灾之间的关系)

大班下学期安全活动教案反思篇五

1、让幼儿学习三拍子的不同节奏型，培养节奏感。

2、使幼儿能用节奏乐表现对春天的感受。

1、三角铁、小铃、木鱼、沙球

2、节奏卡

1、组织幼儿停乐曲《春天》，感受乐曲优美抒情的特点。

2、让幼儿听音乐拍节奏，请个别幼儿先拍出几种不同的四三
拍节奏型。

3、出示三张节奏卡，引导幼儿观察，有什么不一样?

(1)三角铁节奏

(2)木鱼节奏

(3)小铃节奏

4、分声部让幼儿徒手练习，分组练习四种乐器的节奏型。

5、每组请一位幼儿领奏，全班幼儿持乐器在教师的指挥下合
奏数遍。

6、师指出不足之处，继续练习。



7、放录音，幼儿伴随音乐合奏。

8、小结幼儿上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