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预防一氧化碳教案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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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一氧化碳教案反思篇一

通过教学让学生知道一氧化碳对人的危害，并初步 掌握一氧
化碳中毒预防及急救措施及方法。

初步掌握一氧化碳中毒预防及急救措施及方法。

二、介绍一氧化碳的生成及危害，气压低、吹南风、气温升
高 的时候特别要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即使不是南置的烟囱，
雾气大， 气压低，空气扩散能力弱，也是导致煤炉排烟不畅
的另一个原因。 气温突然上升，许多居民将煤炉封得很严实，
同时也导致煤燃烧不 充分，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气体聚积在室
内引发中毒。所以，遇有大 风天气，尤其是在夜晚，一定要
打开炉门，让蜂窝煤能够充分燃 烧，或者干脆将炉子灭掉；
尤其在冬季的雨雪、阴天或者气压低的 天气里，要注意及时
清扫烟囱，保持内部通畅，并要经常开窗通 风。

三、气中毒的原理及症状？

2、老师提问各小组。

3、老师点评:

一氧化碳中毒的原理：煤气中毒即一氧化碳中毒。煤气中毒
的 原理：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不易察觉。血液中血红蛋



白 与一氧化碳的结合能力比与氧的结合能力要强200多倍，
而且，血 红蛋白与氧的分离速度却很慢。所以，人一旦吸入
一氧化碳，氧便 失去了与血红蛋白结合的机会，使组织细胞
无法从血液中获得足够的 氧气，致使呼吸困难。

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

c、重度一氧化碳中毒：很快呼吸抑制而死亡。

四、一氧化碳中毒的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

1、一氧化碳中毒的急救措施：（冷静沉着）

a：立即打开门窗，流通空气，同时尽快离开中毒环境。

b：有自主呼吸，充分给以氧气吸入。

c：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

d：呼叫120急救服务，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治病人

2、注意事项：因为一氧化碳的比重为0.967,比空气轻，救护
者 应俯伏入室。

1、防止煤气管道和煤气灶具漏气。

2、防止煤气点燃后被浇灭，而导致大量泄气。

3、正确使用煤气热水器。

4、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六、课堂总结



防止一氧化碳中毒，以预防为主。只要同学们具有较强的安
全 防范意识，大多数煤气中毒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希望通过
这次的 防一氧化碳中毒安全教育班会使同学们提高警惕，增
强安全意识， 掌握一氧化碳中毒自救技能，希望同学们都能
远离事故，天天平安、幸福。

预防一氧化碳教案反思篇二

学校是学生群体的学习生活场所，学生年轻，缺乏艾滋病预
防知识，为此，我们把加强预防毒品和艾滋病保健工作视为
重点，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禁毒与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学生
的禁毒、预防艾滋病意识及自觉抵制不良习气的能力，我把
禁毒、预防艾滋病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1、全面开展毒品宣传预防教育工作

我积极响应有关部门的号召，把“禁毒、防艾”教育列入教
学工作计划，将“禁毒、防艾”教育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
合起来，与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与学校法制教育结
合起来，与培养青少年树立良好的道德观结合起来。

2、认真分析学生、学生家庭及所处的地理位置，青少年的身
心尚未成熟，世界观、人身观尚未形成，可塑性强，也容易
受环境的不良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对青少
年来说的。青少年本身具有很强的模仿力，也有比较强的猎
奇心理，有时髦心理，还有自我炫耀的心理，这些都是青少
年的特点。所以，青少年对毒品的预防意识十分薄弱，是一
个易感高发人群。已经染毒的青少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
是由于无知而引起的，如果说他事先就能知道毒品的严重危
害性，那么他们染毒的可能性就会少得多。所以，了解到自
己的身心特点，了解到自己的无知，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
染毒的可能性。青少年作为毒品预防教育的重点，我们国家



党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想了许许多多的对策，也设定了许多
的防线。未成年人都处在求学的年龄，所以从现实角度来说，
预防未成年人染毒，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组成一个立体的、
联合的防线。

3、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学生预防毒品和艾滋病的意识

“禁毒、防艾”关键在于预防，预防关键在于教育。青少年
之所以成为最易受到毒品侵害的“高危人群”，其主要的原
因是缺乏对毒品的认识，缺乏对毒品危害性的了解，往往受
到环境的影响，被居心不良者误导而走上不归路。我们针对
学生的心理、生理和认知特点，切实做好超前预防工作，让
学生“识毒、明毒、拒毒”。

4、开展丰富多彩的“禁毒、防艾”教育活动，增强学生拒毒
的内在动力。

(1)、上好一堂课。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从而不
断增强学生“毒品、艾滋脖预防教育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
效性。让学生了解“毒品、艾滋脖形势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读好一本好书。让学生到校图书室借阅或者购买与预防
毒品和艾滋病相关的书籍，进行阅读。让学生切实掌握预防
毒品和艾滋病的常识。

预防一氧化碳教案反思篇三

1、相识煤气的感化和伤害性，知道人在煤气中毒时，会孕育
发生的一些心理反响。

2、知道在产生伤害时，怎样补救本身的要领。

1、因漏气而造成的变乱事例。



2、煤气灶一个。

3、关于一些煤气产生的变乱录象。

一、熟悉煤气灶、煤气包，相识煤气的用途

2、举行简朴的小结：我们家用的煤气有两种，一种是管道煤
气，一种是煤气包。

二、旁观录象，相识煤气的伤害性。

1、煤气的用途许多，但是要是不准确的利用煤气，煤气也会
给我们带来很多伤害。

2、展现有关图片或相干的报道，使幼儿开端相识在哪些环境
下，会产生漏气或爆炸变乱。

小结。

1、奈何平安利用煤气。

2、奈何知道漏气了？怎样鉴别呢？

3、我们人体吸进了这些有毒的会有哪些反应呢？

四、连系幼儿的详细环境，重点解说几个题目。

1、当成人在厨房利用煤气烹调时，小朋友只管即便不要到厨
房。

2、小朋友在家中，不要本身任意动煤气灶的开关。

3、要是闻到异味，要实时提示爸爸妈妈。



预防一氧化碳教案反思篇四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成立防煤气中毒安全事故应急抢险组，由副校长任组长，分
管安全的副校长担任副组长，安全办主任及政教主任及班主
任任成员。

1、组长：

（1）尽速到达现场，了解和掌握事故情况，控制局面，阻止
事态发展，并研究事故处理的具体策略。

（2）在第一时间向教育局报告情况。

（3）组织力量并全程指挥其他各职能人员投入工作。

（4）密切配合公安、医疗等机构对事故进行处理。

（5）认真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有关指示。

（6）负责事故的调查、分析和处理，查找原因和责任。

2、现场控制人员：张豫湘、严红亮各班主任：

（1）控制现场，维护秩序，防止发生混乱局面。

（2）组织班主任管好各自的学生。

（3）尽早向知情者、见证人调查事故起因，掌握好事故的第
一手资料。



3、后勤保障人员：李芒

（1）做好医疗救治、现场控制等工作的联络和后勤支援。

（2）做好上级来人和家长的接待，必要时为上级工作组现场
办公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4、信息资料人员：徐凌君

（1）采集突发事故全过程的各种信息资料。

（2）撰写有关突发事故的书面报告，整理取证材料。

（3）作好相关数据的分类统计、分析工作。

（4）在第一时间向教育局通报情况。

（5）做好学校内部的通信联络工作。

1、煤气中毒实际上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煤气中毒后，切不可
慌张。在送医院前可采取一些自救措施，并一定要让中毒者
充分吸氧，并注意呼吸道的畅通。

2、中毒者自救方法

煤气中毒的症状有：脸色潮红、头痛、头晕、恶心、耳鸣，
慢慢出现呼吸困难、意识障碍等。当感到煤气中毒时不要慌
张，要镇静地关掉煤气开关，走到门窗边打开门窗，然后走
出室内。如无力打开门窗，可砸破门窗玻璃等，使之通风，
并呼叫救援者。

3、善后处置：做好受害人员处置安抚等工作，尽快消除事故
影响，妥善安置受害人员，恢复正常秩序，保证施工的稳定。

4、煤气中毒事件结束后，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事故报



告。（内容包括：中毒原因、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等情况和
病人救治、现场调查处理、采取措施的效果、应急处置措施
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教训以及改进意见、整改措施等。
）。

出现伤亡的，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预以安抚。对于有令不
行，屡禁不止的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纪律直至到刑事
责任。在煤气中毒事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

预防一氧化碳教案反思篇五

1、知道安全乘车的道理。

2、掌握乘车一些必要的自我保护的方法。

3、喜欢帮助别人，与同伴友好相处。

4、初步了解乘车的小常识。

教学重点

能让幼儿知道安全乘车的道理。

教学难点

能让幼儿大胆地用语言表达乘车时不规范的行为。

安全挂图、公共汽车图片。

一、出示汽车图片，谈话引出内容。

你坐过汽车吗？坐车时应注意什么？

二、出示挂图。



引导幼儿逐幅观察图片并加以讨论，重点了解乘车时应注意
的事项。

三、总结，教育幼儿乘车应注意安全。

问：那么，在乘车时，怎样做才是安全的？

1、引导幼儿根据画面讲出正确的做法。

2、教师总结：如乘车下车都应该排队，不把头、手，伸出车
窗，不在车上乱跑动、不吃带棍状的食物等。

今天下午我们班开展安全教学――《安全乘车》。在这个教
学中，我通过让幼儿观察挂图引导幼儿讨论：乘车应注意什
么安全？由于这种教学比较贴近幼儿的生活经验，这一话题
一展开讨论，幼儿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纷纷说出自己的
乘车经验。为了进一步巩固幼儿对乘车安全的自我保护意识。
借此契机，我利用幼儿的椅子，组织幼儿玩《安全乘车》的
游戏，我当司机，把幼儿的椅子排成两排当公共汽车的座椅，
游戏时提醒幼儿乘车时应注意什么安全，这样的游戏把幼儿
的激情顿时提高起来。游戏中，幼儿既体验了与同伴游戏的
乐趣，同时也让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到乘车的安全，整个教学
效果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