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冬季取暖安全教育教案大班反思(优
秀7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冬季取暖安全教育教案大班反思篇一

1、知道在下雪天要注意的安全常识。

2、在成人的鼓励下，愿意尝试解决下雪天遇到的小困难。

1、恐龙玩具一个、动画故事《小恐龙的一天》;

2、收集人们在雪天活动的图片。

一、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那，你们喜欢冬天
吗?为什么?小恐龙也很喜欢冬天，尤其是喜欢下雪的天气，
但是，下雪却给它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让我们一起去
看一看吧!

二、讲述故事《小恐龙的一天》，使幼儿了解在雪天活动时，
可能出现的不安全事项。

提问：

1、森林里下雪了，小恐龙感觉非常非常冷，怎样让它暖和起
来呢?



2、恐龙宝宝在玩打雪仗的游戏，发生了什么事情?

3、恐龙又到冰面上玩，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4、小恐龙做的对不对?那么你们在下雪天是怎样做的呢?引导
幼儿结合自己，谈谈自己在下雪天会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
的。方法。

三、出示“人们在雪天活动”的图片，让幼儿判断对错，并
说出理由。

1、打雪仗时，往同伴的头上、脸上扔。

2、独自到冰面上玩，追逐打闹。

3、下雪后，在马路上奔跑。

4、玩雪后，直接将手放进热水里泡。

5、下暴雪后，在大树下、广告牌下面玩耍。

6、不戴帽子、手套，外出玩耍。

教师小结：下雪天，可以堆雪人、打雪仗，但是也要注意安
全。下雪天出去玩，要注意穿上防寒保暖的衣服，戴上手套、
帽子、围巾，以免冻伤。小朋友不能独自到冰面上玩，以免
发生危险。打雪仗时，不要往别人的脸上、头上扔，以免打
伤。玩玩雪后，一定要搓搓手，不能将手直接放进热水里。

四、教师示范讲解冻伤、摔伤后怎么办。

1、冬天，手冻伤了怎么办?

(1)回到温暖的环境中去，使冻僵部位的温度慢慢回升。



(2)如果在野外，应当设法用大衣等将手脚包裹起来。

(3)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手搓，通过摩擦增加温度，促进血液循
环，恢复正常。

2、雪天滑倒，怎么办?

不小心滑倒，我们不要用手腕着地，用手掌着地，那样容易
会把手腕扭伤。如果摔得严重时，要赶紧拨打急救电话，住
院治疗。

3、师生制作“防滑”标志，在幼儿园的楼梯口、容易滑倒、
摔伤的地方张贴。

五、学习儿歌：《雪天安全歌》

下雪天，要慢走，躲让汽车保平安。

湖面结冰要离远，路上打闹有危险。

人生命，大于天，时时刻刻重安全，这样人人才平安!

六、教师小结：

今天，我们了解了有关下雪天的'安全常识，希望小朋友们在
下雪天，都能加强自我防护意识，能够安安全全、快快乐乐
的度过整个冬天。

冬季取暖安全教育教案大班反思篇二

1、知道冰上的危险，有危险的意识。

2、知道自救方法。

情形图片



2、自救办法记心上：假如不谨慎掉进了冰窟窿里，小朋友要
记住：

(1)应大声呼救并往岸上爬。

(2)尽力把头探出水面，双手攀住大块的厚冰，努力不让自己
沉下往。

(3)不要站在冰面上，应迅速爬到岸边，以防冰面再碎裂。

(1)在冰上有裂缝的河面上顽耍。

(2)在刚结冰不久的河面上滑冰。

(1)在水中挣扎。

(2)向岸上大声呼救。

(3)用力向岸上爬。

假如你选择了后两个答案，说明你是个会自救的好宝宝。

1、评价

2、总结

(2)在刚结冰不久的河面上滑冰。

(1)在水中挣扎。

(2)向岸上大声呼救。

(3)用力向岸上爬。

假如你选择了后两个答案，说明你是个会自救的好宝宝。



1、评价

2、总结

冬季取暖安全教育教案大班反思篇三

1、了解家中发生火灾、触电和煤气中毒等事故的原因及造成
的严重后果。

2、能识别一些有安全隐患的行为和场景,学会避免并阻止事
故的发生。

3、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了解家中发生火灾、触电和煤气中毒等事故的原因以及造
成的严重后果。

2、能识别一些有安全隐患的行为和场景。

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一、导入

现代家庭，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庭中的电器也越来越
多，给我们学习、生活带来了好多方便及乐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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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散思维，了解潜在危险

（案例一）董博，6名哈医大学生中的唯一幸存者，事发后，
他的心理受到了难以愈合的打击，在他们实习的中日友好医
院内，接受着治疗。



（案例二）哈尔滨国润家饰城火灾

时间：2013年1月6日20时30分许

地点：上海市沪南路2000号的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损失：
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

起火原因:电线线路老化,店里人员忘记关系取暖设备。安全
隐患:安全出口被封堵,室内消火栓位置不明显、上锁封闭。

现在请同学们总结一下：这些东西可能引发哪些安全问题？
（学生自由交流）

总结：触电，煤气中毒，火灾，甚至是伤亡。

三、防患于未然，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冬天的冷是刺骨的，但冬天的暖，也是入心的。冬季，家家
户户都得取暖，而由于现有条件的限制，同学们在冬季取暖
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不过，冬季取暖，无外乎用煤、电、
火、气这几大方式。当然，在冬季时节，因这些因素而产生
的不安全隐患也相应增加。所以，冬季取暖应把安全放在首
位，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煤火取暖须防煤气中毒。

出现煤气中毒事故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使用不合格的炉具取
暖;其次是烟筒老化漏气;再是使用炉具不当。在使用炉具(含
土暖气)时，要检查其是否完好，若有破损、锈蚀、漏气，要
及时更换。检查烟道是否畅通，有无堵塞物。烟筒接口要顺
茬接、安装风斗要及时，并经常检查烟道和风斗，加添煤炭
后要及时盖好炉盖，睡觉前务必检查炉火是否封好，风门是
否打开。晚上睡觉，应把火炉移至屋外。若发现有人煤气中
毒，应首先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将中毒者盖好被子抬到空气



流通处，并尽快送往有高压氧舱设备的医院抢救。另外严禁
用酒精、煤油、汽油点炉子。

（二）消除用电隐患。

1、使用前应先计算一下电器同时开启时总功率是否超出，如
强行使用会导致跳闸，保险丝熔断。

2、使用电器前应认真检查用电设备和电路、电源开关和插座
是否完好、可靠，发现隐患及时找专业人士排除。

3、使用大功率用电器时，一个插座上尽量保证只接一个插头，
使用电暖器时不允许倒置、依靠或覆盖其他物品。

4、当人员离开，应断开取暖设备电源开关，防止长时间使用
电器过热引燃周围物品发生意外。

5、如发现电器着火，要先切断电源（禁止用水泼）控制火情
并果断采取措施，防止失火过程中触电。

6、严禁私接私拉电源。使用电热毯取暖，应在人上床后拔掉
电源。

7、定期找专业人士进行电路检查及维修。

（三）防火注意事项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防止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

2、防止电器、煤火、气加温导致物品过热燃烧起火。

3、禁止将易燃物品靠近电源、火源。



4、外出时，请记得检查电源、火源是否安全。

五、课堂总结

同学们，请记住：安全无小事，从我做起，从身边杜绝！

冬季取暖安全教育教案大班反思篇四

1、知道冰上的危险，有危险的'意识。

2、知道自救方法。

情形图片

1、碰到险情不慌张：一天，明明和涛涛在结了冰的河面上顽
耍，忽然冰裂了，明明掉进了冰窟窿里。这可怎样办呢?2、
自救办法记心上：假如不谨慎掉进了冰窟窿里，小朋友要记
住：

(1)应大声呼救并往岸上爬。

(2)尽力把头探出水面，双手攀住大块的厚冰，努力不让自己
沉下往。

(3)不要站在冰面上，应迅速爬到岸边，以防冰面再碎裂。

(1)在冰上有裂缝的河面上顽耍。

(2)在刚结冰不久的河面上滑冰。

4、大家快乐又健康知识小问答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不谨慎掉进
了冰窟窿里，你知道应当怎样自救吗?请幼儿来讲一说，(1)
在水中挣扎。

(2)向岸上大声呼救。



(3)用力向岸上爬。

假如你选择了后两个答案，说明你是个会自救的好宝宝。

1、评价

2、总结

冬季取暖安全教育教案大班反思篇五

1、通过教育活动，使学生了解冬季安全应注意些什么，从而
在思想上认识冬季安全的重要性。

2、教育学生在冬季为了身体、和生命安全要增强防滑和防溜
冰的意识。

3、了解什么是煤气中毒。煤气中毒的抢救措施及应急方法。
教学重点：

1、了解什么是煤气中毒。

2、煤气中毒与火场的抢救措施及应急方法。教学难点：煤气
中毒的患者应如何抢救?课前准备：

1、了解自己亲戚及周围邻居中，有没有发生过煤气中毒的事
件及如何抢救治疗的。

2、提问学生，假如遇到煤气中毒的患者或遇到有学生溜冰，
你准备怎么做?

一、导入新课：寒冬来临了，作为小学生，我们应该注意哪
些事项呢?(防溺水、防溜冰、防煤烟中毒等)(生自由谈话)二、
学习煤气中毒知识：



1、煤气中毒的季节和原因

(1)每年的冬天，人们烤火或用热水器洗澡的时稍不注意，就
会发生煤气中毒的现象。

(2)因为天气的问题，关闭所有窗户，导致空气不流通引发煤
气中毒。

(3)由于用户的忽略，导致煤气瓶的阀门没有关闭，从而引发
煤气中毒。

2、煤气中毒的过程

我们知道人体的血液是由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及血浆组
成。人们在生命过程中所需要的氧气，是靠红血球中血红蛋
白把氧气带给人体的各个部分的。煤或木炭在氧气不足、燃
烧不完全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气体—煤气。一氧化碳攻击性
很强，在较短的时间内强占人体内所有的红细胞，紧紧抓住
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不放，使其形成碳氧血红蛋白，取代正
常情况下氧气与血红蛋白结合成的氧合血红蛋白，使血红蛋
白失去输送氧气的`功能。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力比氧
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力大300倍。一氧化碳中毒后人体血液不能
及时供给全身组织器官充分的氧气，这时，血中含氧量明显
下降。大脑是最需要氧气的器官之一，一旦断绝氧气供应，
由于体内的氧气只够消耗10分钟，很快造成人的昏迷并危及
生命。

3、煤气的症状一氧化碳气体能与人体红血球中血红蛋白结合，
使血红蛋白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而是人发生中毒。中毒前期
出现的症状是：头昏头痛，眼花心慌，恶心呕吐，紧接着上
述症状加剧，眩晕昏睡，脉搏细快而弱，血压下降。最后常
常因为严重缺氧而窒息死亡。

4、急救的方法



如果发现煤气中毒的患者，首先应该立即打开门窗，将患者
移到空气新鲜`通风透气的地方，紧接着通知医院派车和医生
前来抢救。

三、学习防溜冰知识

1、冬季沟渠结冰，但冰层薄，溜冰会导致冰层破裂，出现溺
水意外，严禁学生私自溜冰。即不私自下水或滑冰;不擅自与
同学结伴滑冰或打捞水中物品;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到秦
渠边游玩;不到危险地域、沟渠滑冰游玩。

2、防冻：外出时穿戴好保暖衣帽。耳、鼻、手不宜长时间暴
露在外。

3、防病：活动出汗后立刻到室内用干毛巾擦干汗水脱掉已湿
衣服，换上干爽衣服，条件允许时可先洗个热水澡。每天保
持室内通风半小时防止感冒病毒滋生。

四、课后小结

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同学门都基本掌握了什么?同学们要提高
日常生活的保护意思，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减少安全隐患发生的频率。

20xx终于写完毕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谢谢！

冬季取暖安全教育教案大班反思篇六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次活动，让学生了解交通、活动、意外事件中必备的
安全知识，懂得安全的重要性，知道时时刻刻要注意安全，
培养自我保护意识，并把自己学到的安全知识传达给周围的
人们，做安全教育的小小宣传员。



二、教学过程：

（一）、导入

生命是宝贵的，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她不象财富能失而复得，
也不象离离原上草周而复始。谁失去了生命，不仅仅是自己
失去了一切，还要给活着的亲人留下心灵的创伤。上星期五，
发生了一件谁也不希望发生的事故，葛威，一个可爱的小姑
娘，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天早上，就在那个寒冷的早上，
她倒在了无情的车轮下，她才7岁啊！

出示主题：珍爱生命、健康成长

（二）、明理导行

2、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还知道哪些像发生在葛威身上的悲剧。

（1）生讨论、介绍

（2）小结、过渡：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是路上最拥挤的
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意外。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交
通安全。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交通方面的常识。

3、安全过马路

（1）认识红绿灯

板书：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

（2）讨论：没有红绿灯的马路或公路怎么过？

板书：先往左看，再往右看，靠右行

（3）游戏“过马路”



一个学生演汽车，演时手学开汽车的样子，嘴发出汽车开动
的声音，几个学生表演过马路的小朋友。

4、我们在学校里或外出活动、乘车回家时也要注意安全。否
则，后果就不堪设想。

说说应该注意哪些不安全行为

（如：爬楼梯扶手、爬栏杆、追赶汽车、在上下楼梯时拥
挤……）

5、认识特殊作用的电话号码

我来考考大家，你们知道哪些特殊的电话号码?它们有什么样
的好处呢？

出示：120xx0114119

6、了解在家里、在校外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

我们不仅要注意交通安全、活动安全，还必须对我们身边的
人和事保持一定的警惕。说说如果遇到了以下情况，你会怎
么做。

a、有人敲门，称你妈妈受了伤，让他来接你去医院。

b、外出活动时，天黑路又偏僻，小明不知如何才好；

c、放学回家的路上，两个陌生人强迫你跟他们走；

d、外出活动中，同大家走散了，迷了路。

e、遇到雷雨天气，躲在大树下。



（三）、总结

1、说说自己学了这节安全课后的感受

2、在写有“珍爱生命、健康成长”的倡议书上集体签名。

冬季取暖安全教育教案大班反思篇七

1、知道冰上的危险，有危险的意识。

2、知道自救方法。

情形图片

2、自救办法记心上：假如不谨慎掉进了冰窟窿里，小朋友要
记住：

(1)应大声呼救并往岸上爬。

(2)尽力把头探出水面，双手攀住大块的厚冰，努力不让自己
沉下往。

(3)不要站在冰面上，应迅速爬到岸边，以防冰面再碎裂。

(1)在冰上有裂缝的河面上顽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