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安全教育危险的纽扣教案(优
秀8篇)

在教学中，教案承载着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设计。这些高
一教案范文的编写思路和逻辑清晰，可供教师参考和借鉴。

小班安全教育危险的纽扣教案篇一

设计意图：

孩子年龄小，对任何事物都特别感兴趣，不管是否有危险，
都会去摸索。

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特设计了“不玩危险的物品”的研究，
让幼儿躲开危险，远离危险。

一、活动目标；

1、知道针剪刀玻璃等危险物品容易对身体造成伤害。

2、教育不玩危险的物品，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二、活动准备：

1、故事图片

2、各种尖锐的物品，如钉子、玻璃、剪刀等

三、活动过程：

1、教师组织幼儿讲述故事一遍。

（1）、师幼讨论：红红的手为什么破了？她这样做对吗？说
出不对的原因。



2、教师出示玻璃片、水果刀、树枝、钉子，让幼儿讨论，如
果玩这些物品，会出现什么情况？重点强调不能玩耍危险物
片，要躲开危险。

3、教师和幼儿一起寻找身边周围的危险物品：如插座、电源
开关、炉子，热水等等

4、让幼儿讨论交流，怎么才能远离危险，躲开危险。

5、活动延伸：危险的地方贴上安全标志，请家长有意识的教
育幼儿那些危险的地方不能去，远离危险的地方。

小班安全教育危险的纽扣教案篇二

目标：

1、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

2、增强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准备：

《大灰狼安全教育》动画、游戏

过程：

一、谈话导入

教师：“你们听过哪些有关大灰狼的故事？”幼儿回答教师：
“你们喜欢听大灰狼的故事吗？”“喜欢”教师：今天老师
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关于大灰狼的故事，你们想听吗？我们
一起来听一听，今天这只大灰狼发生了什么事。

二、欣赏故事（放动画）



讨论：如果有个陌生人要你跟他走你会怎么做呢？

教师小结：“你们说得真好，大灰狼是因为贪吃所以才被陌
生人骗并卖到动物园，所以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不能相信陌
生人更不能跟他走。”

三、游戏

四、总结

通过故事和游戏，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1、陌生人要你跟他走，你不能跟他一起走；

2、陌生人给你礼物或好吃的东西时，你不能要；

3、陌生人硬拉你跟他走时，你要反抗并大声呼救。

五、活动延伸

老师出去一下，你们不能乱跑更不能跟别人走哦。（让其她
老师装作陌生人去骗幼儿看幼儿是否会跟他走。）

小班安全教育危险的纽扣教案篇三

游戏目标：

1、训练爬、跑等动作技能。

2、练习遇到火险时的自救方法，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意
识。

游戏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了解防火的相关知识，知道如何自救。



2、物质准备：地垫2组、盛满水的塑料容器2个、毛巾与幼儿
人数相等，小锤子2个，鼓1个。

游戏玩法：

把幼儿分成2组，当幼儿听到鼓声时，每组第一名幼儿迅速跑
到毛巾处，拿起一条毛巾，跑到盛满水的容器面前，把毛巾
沾湿后捂住嘴巴和鼻子，趴到地垫上匍匐前进，到达终点后
用锤子敲一下小鼓，下一名幼儿再开始游戏。

游戏规则：

1、每个组员都要在听到鼓声后才能出发。

2、必须用毛巾捂住嘴和鼻在地垫上爬行。

[小小班防火安全教案]

文档为doc格式

小班安全教育危险的纽扣教案篇四

在《我找到的危险》活动中，孩子找到了许多危险，观察到
幼儿的兴趣很浓，于是我同孩子一起生成了这样一节教学活
动。让孩子通过歌曲创编的形式加深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1、幼儿能基本掌握歌曲旋律，理解歌词含义;

2、能在理解歌词后在原歌词上进行创编，并乐意创编歌词;

3、知道身边有哪些危险，并学会保护自己和提醒朋友注意安
全。

4、能大胆表现歌曲的内容、情感。



5、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1、打火机、插座、暖水瓶、药瓶图片各一。一个幼儿被火烧
手指、一个幼儿被电到、一幼儿被烫到、一幼儿倒下的图片。

2、图的注释。如：打火机(图片)x、一幼儿被火烧手指(图片)。

3、三只小猴子的图片，音乐、黑板、纸张和笔。

(一)、开始部分：幼儿练声，复习歌曲《三只小猴》，熟悉
歌曲旋律。

教师指导语：“平时我们都在向老师和朋友打招呼，今天我
们要换个不同的打招呼的方法，仔细听。”(教师唱，引导幼
儿回答。也可以幼儿同幼儿打招呼)

2、教师出示三只猴子，引导幼儿复习歌曲《三只小猴》;

教师指导语：“瞧，今天我们请了三只小猴子来做客，小朋
友还记得他们的歌怎么唱的吗?请你们用好听的声音唱出
来!”

(二)、基本部分：幼儿听教师范唱，幼儿根据图饰来学习教
师改编的歌词并跟学和创编。

1、教师范唱改编歌词后的歌曲《三只小猴》，引导幼儿仔细
倾听;

教师指导语：“老师觉得《三只小猴》的曲子很好听，于是
我也给小朋友带来了一首歌曲，你们仔细听听歌曲里都讲了
些什么?”

2、出示图饰，教师第二次范唱，引导幼儿自己观察图片并理
解歌词含义。



教师指导语：“刚才朋友们都说道歌曲中唱了些什么，那现
在看看黑板上老师的图饰，在听老师根据图唱一次，会唱的
朋友可以小声的跟唱。”

3、幼儿分组或分男女跟老师边看图饰边唱歌曲，让幼儿熟悉
歌词和歌曲旋律。

4、引出歌曲名字《危险的东西不要碰》，引导幼儿思考生活
中还有哪些危险;

教师指导语：“这首歌曲的名字可不在叫《三只小猴》了，
名字是《危险的东西不要碰》。那朋友们在想想，生活中除
了这些危险，还有哪些?如果不小心保护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
呢?”

5、幼儿将找到的危险和不小心会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纸上，教
师此时清唱歌曲;

教师指导语：“老师为你们准备了一张纸和一只笔，请小朋
友将你们找到的'危险和会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纸上。”

教师指导语：“老师选了三个朋友的画，咱们来听听他们是
怎样告诉我们危险的东西不要碰的?”

7、幼儿将自己的记录唱给身旁的朋友听同朋友分享和提醒朋
友注意安全;

教师指导语：“朋友们都想做安全小卫士，那现在就把你创
编的歌曲唱给身旁的好朋友听吧，用你们的歌声告诉他们这
些是危险的东西不要碰。”

(三)、结束部分：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创编歌曲唱给同龄班
的幼儿听，教师小结此活动。



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创编的歌曲唱给同龄班幼儿听;

教案我找到的危险：教师指导语：“作为安全小卫士的我们
因该有的责任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和提醒别人学会自我保护，
所以呀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到隔壁大班去，希望你们能将自己
创编的歌曲唱给他们听，让他们也能知道《危险的东西不要
碰》，好吗?”

小百科：危险是警告词，指某一系统、产品、或设备或操作
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种潜在的状态，其发生可能造成人员伤害、
职业病、财产损失、作业环境破坏的状态，还有是一些机械
类的危害。

小班安全教育危险的纽扣教案篇五

在《我找到的危险》活动中，孩子找到了许多危险，观察到
幼儿的兴趣很浓，于是我同孩子一起生成了这样一节教学活
动。让孩子通过歌曲创编的形式加深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1、幼儿能基本掌握歌曲旋律，理解歌词含义。

2、能在理解歌词后在原歌词上进行创编，并乐意创编歌词。

3、知道身边有哪些危险，并学会保护自己和提醒朋友注意安
全。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1、打火机、插座、暖水瓶、药瓶图片各一。一个幼儿被火烧
手指、一个幼儿被电到、一幼儿被烫到、一幼儿倒下的图片。

2、图的注释。如：打火机（图片）x、一幼儿被火烧手指（图



片）。

3、三只小猴子的图片，音乐、黑板、纸张和笔。

（一）、开始部分：幼儿练声，复习歌曲《三只小猴》，熟
悉歌曲旋律。

教师指导语：“平时我们都在向老师和朋友打招呼，今天我
们要换个不同的打招呼的.方法，仔细听。”（教师唱，引导
幼儿回答。也可以幼儿同幼儿打招呼）

2、教师出示三只猴子，引导幼儿复习歌曲《三只小猴》；

教师指导语：“瞧，今天我们请了三只小猴子来做客，小朋
友还记得他们的歌怎么唱的吗？请你们用好听的声音唱出
来！”

（二）、基本部分：幼儿听教师范唱，幼儿根据图饰来学习
教师改编的歌词并跟学和创编。

1、教师范唱改编歌词后的歌曲《三只小猴》，引导幼儿仔细
倾听；

教师指导语：“老师觉得《三只小猴》的曲子很好听，于是
我也给小朋友带来了一首歌曲，你们仔细听听歌曲里都讲了
些什么？”

2、出示图饰，教师第二次范唱，引导幼儿自己观察图片并理
解歌词含义。

教师指导语：“刚才朋友们都说道歌曲中唱了些什么，那现
在看看黑板上老师的图饰，在听老师根据图唱一次，会唱的
朋友可以小声的跟唱。”

3、幼儿分组或分男女跟老师边看图饰边唱歌曲，让幼儿熟悉



歌词和歌曲旋律。

4、引出歌曲名字《危险的东西不要碰》，引导幼儿思考生活
中还有哪些危险；

教师指导语：“这首歌曲的名字可不在叫《三只小猴》了，
名字是《危险的东西不要碰》。那朋友们在想想，生活中除
了这些危险，还有哪些？如果不小心保护自己会发生什么事
情呢？”

5、幼儿将找到的危险和不小心会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纸上，教
师此时清唱歌曲；

教师指导语：“老师为你们准备了一张纸和一只笔，请小朋
友将你们找到的危险和会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纸上。”

教师指导语：“老师选了三个朋友的画，咱们来听听他们是
怎样告诉我们危险的东西不要碰的？”

7、幼儿将自己的记录唱给身旁的朋友听同朋友分享和提醒朋
友注意安全；

教师指导语：“朋友们都想做安全小卫士，那现在就把你创
编的歌曲唱给身旁的好朋友听吧，用你们的歌声告诉他们这
些是危险的东西不要碰。”

（三）、结束部分：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创编歌曲唱给同龄
班的幼儿听，教师小结此活动。

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创编的歌曲唱给同龄班幼儿听；

教案我找到的危险：教师指导语：“作为安全小卫士的我们
因该有的责任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和提醒别人学会自我保护，
所以呀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到隔壁大班去，希望你们能将自己



创编的歌曲唱给他们听，让他们也能知道《危险的东西不要
碰》，好吗？”

作为一名小班的教师，班上的孩子年龄幼小，缺乏保护自己
的能力，老师就要将工作做到最细微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要多学习，积累，调整。我想，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方法，那时，幼儿的安全问题不会再
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

小班安全教育危险的纽扣教案篇六

小班安全《危险的纽扣》教案(附反思)

活动目标：

1.知道吞吃小纽扣等异物是十分危险的。

2.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录像：小纽扣旅行记

活动过程：

1.看录像，思考讨论：

（1）看录像：珊珊有一条新裙子，裙子上的`扣子可美了，
像甜甜的糖，珊珊总是喜欢低头看，用手摸。可是有一天：



镜头一：珊珊发现纽扣掉在地上了。镜头二：珊珊把纽扣放
在嘴里了，想尝一尝。

镜头三：唉呀，纽扣吞下去了，珊珊难受极了。镜头四：珊
珊看医生，医生说要等纽扣随大便拉出来。

提问：珊珊难受吗？为什么？

（2）师生共同小结：纽扣不能吞吃，既不卫生，又会危害身
体健康。

2.交谈与访问：纽扣不能吃。

（1）与“吞吃过异物”的幼儿交谈其经历，引起幼儿注意。

（2）提问：“除了纽扣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孩子
找找周围“小”、“巧”易误会的物品，如小木珠、小棋子
等。

3.讨论：纽扣是我的好朋友。

（1）提问：你的纽扣在哪里？有几颗？它们有什么用途？

（2）讨论：纽扣掉了怎么办？（告诉大人，先收起来，及时
钉上。）

延伸活动：

1.设立小盒子：发现异物及时收捡。

2.建议家长经常检查孩子的服装，特别是纽扣是否松脱。

教学反思：

小班的孩子对什么都感兴趣，好奇心强烈，喜欢接触新鲜的



事物，往往忽略危险的存在，很容易发生意外和事故。本节
活动课幼儿的活动氛围很好，大部分的幼儿知道不能把纽扣
放在嘴里，并能指出班级有哪些小朋友把小东西放在嘴里玩，
还能说出行为有哪些危害，相信宝宝们以后更能知道哪些行
为、东西是危险的。

小班安全教育危险的纽扣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知道把珠子、扣子、硬币等小物品，塞到耳朵、鼻子、嘴
巴里会有危险。

2、自己或同伴有异物塞进口、鼻等处时，知道及时告诉大人。

活动准备：

多媒体教学资源《危险的小圆珠》。

活动过程：

1、创设情境，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1）游戏《指五官》。

教师说：鼻子、鼻子、嘴巴。请幼儿依次指：嘴巴、眼睛、
耳朵、鼻子。

（2）教师带领幼儿分别闭上眼睛走一走，捂着耳朵听老师唱
歌，轻轻捏住鼻孔、闭着嘴巴呼吸，具体感知一下五官的作
用。

2、讲述故事《危险的小圆珠》，引导幼儿感知异物入鼻的`
危险。



(2)小结：把小圆珠放在鼻子里，会堵住鼻孔不能呼吸。小圆
珠如果进入鼻子深处，会很危险。

3、引导幼儿说一说：怎样做才能让五官避免伤害。

（1）哪些东西不能放在耳朵、鼻子或嘴巴里，为什么？

（2）进餐和吃水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3）入园时不能带什么？午休时不能玩什么？

（4）再次播放多媒体教学资源，简单了解有异物进入口、鼻、
耳怎么办？

（5）小结：笔帽、扣子、图钉、硬币、粉笔、等一些小的物
品不能往耳朵、嘴巴、鼻子里塞，进餐、吃水果时不能大声
说笑，不然小饭粒等容易进入气管，早上入园乐意接受晨检，
午休时不咬拽衣服扣子、拉链等，有异物进入口、鼻等处时
要及时告诉老师。

活动延伸：

1、提醒家长早上送幼儿入园前做好检查，避免幼儿携带小物
品入园。

2、午休前教师检查幼儿衣服上是否有别针等，口袋里是否有
扣子、图钉等小物品。

小班安全教育危险的纽扣教案篇八

活动目标：

了解灭火的工具



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增强安全意识，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危险的地方玩耍。

活动准备：

幻灯片（汽车轮胎着火的`情景、电视机着火的情景、图书着
火的情景）卡片（水、沙子、棉被、干粉灭火器、切断电源，
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1、放映第一幅幻灯片，提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2、讨论汽车轮胎着火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3、请小朋友举起能个汽车轮胎灭火的工具图片。

4、第二个、第三个情景过程一样？

5、竞赛游戏：老师出示一个情景，看谁又快又准确的举起相
应的灭火工

具图片）

6、对获胜幼儿进行奖励。

教学反思：

幼儿已经掌握了一些灭火的基本常识，本次活动是延续了上
节活动，让幼儿更全面的了解灭火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