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安全防拐防骗教案 幼儿园安
全防拐防骗教案(优质8篇)

教案的编写应该贴近教材内容，体现课程目标，并适应教学
环境和学生特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秀安全教
案范例，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和借鉴。

幼儿园小班安全防拐防骗教案篇一

1、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跟陌生人走。

2、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处的方法。

1、有关的图片四张。

2、请一位幼儿不认识的阿姨扮演陌生人，并设置表演情境。

3、玩具、果冻、巧克力。

一、故事《沙沙和陌生人》

1、讲述故事《沙沙和陌生人》：变色龙沙沙独自在院子里玩，
这时一个陌生人问他公园怎么走，沙沙有礼貌地告诉了他该
怎样走，陌生人非常感谢沙沙。回到家里，沙沙把这件事告
诉了妈妈，妈妈说：“沙沙，你做得对！不过还有一些事情
你要多加注意。”沙沙连忙问妈妈：“还有什么事情应该注
意的呢?”

2、集体讨论：

(1)妈妈为什么说沙沙做得对?

(2)我们来猜猜妈妈还对沙沙说了哪些应该注意的事情?



3、出示图片：

图一：陌生人要你跟他出去玩时，你不能跟他一起去。

图二：陌生人给你礼物或好吃的东西时，你不能要。

图三：陌生人要去你家时，你不能带路。

图四：陌生人硬拉你跟他走时，你要反抗，大声呼救。

二、情境练习

情境一：一个陌生的叔叔对一位小朋友说：“小朋友你真可
爱.我请你吃果冻。”接着又拿出玩具给他玩。

集体讨论：能不能接受陌生人的礼物，应该怎样对他说?

情境二：一个陌生的阿姨敲门进入教室，对某幼儿说：“我
是你妈妈的好朋友，她今天没有空来接你。让我送你回家，
跟我走吧。”

教师提醒：

(1)你认识她吗?

(2)如果你不认识她.能不能轻信她的话?

(3)那你应该怎么对这位阿姨说?

教师小结：对待陌生人要有礼貌，但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话，
尤其是不能跟陌生人走。

三、选择游戏(每题分a、b两个答案，幼儿站在认为正确的答
案那一边)



1、陌生人就是坏人吗?

a、陌生人就是坏人。

b、陌生人不一定是坏人。

2、能不能跟陌生人走?

a、能去公园和游乐场。

b、不能去任何地方。

3、有个认识的阿姨想带你出去玩。

a、可以和她去。

b、必须先告诉爸爸妈妈。

4、有个不认识的叔叔给你东西吃：

a、巧克力、果冻不能吃，饮料可以喝。

b、什么都不能吃。

5、下大雨时一个陌生人说用车送你回家。

a、先说谢谢再上车。

b、不能上车。

6.陌生人问你的名字.家里有谁.能不能告诉他?

a.只能告诉名字，不能告诉他家里有谁。



b.什么都不能告诉他。

四、结束活动

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成人，遇到陌生人不能轻信。

在活动的开始部分通过和幼儿讲变色龙沙沙和一个陌生人之
间发生的一段事情，引发幼儿在现有经验的基础上谈谈
对“陌生人。的理解，以及遇见陌生人应注意些什么。再通
过集体的学习，帮助所有幼儿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处
的方法，让孩子知道如何应变可能遇到的危险：我认为仅仅
告诉幼儿“不接受陌生人的糖果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向孩子描述可能遇到的情况.然后指导孩子
如何去做。所以我在活动中设置了一些与幼儿实际生活非常
贴近的情境，引起幼儿的兴趣.帮助幼儿认识生活中可能遇到
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再通过游戏活动，共同分析判断，懂得
在生活中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话，更不要跟陌生人走。

幼儿园小班安全防拐防骗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跟陌生人走。

2、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处的方法。

活动准备

1、有关的图片四张。

2、请一位幼儿不认识的阿姨扮演陌生人，并设置表演情境。

3、玩具、果冻、巧克力。



活动过程

一、故事《沙沙和陌生人》

1、讲述故事《沙沙和陌生人》：变色龙沙沙独自在院子里玩，
这时一个陌生人问他公园怎么走，沙沙有礼貌地告诉了他该
怎样走，陌生人非常感谢沙沙。回到家里，沙沙把这件事告
诉了妈妈，妈妈说：“沙沙，你做得对！不过还有一些事情
你要多加注意。”沙沙连忙问妈妈：“还有什么事情应该注
意的呢？”

2、集体讨论：

（1）妈妈为什么说沙沙做得对？

（2）我们来猜猜妈妈还对沙沙说了哪些应该注意的事情？

3、出示图片：

图一：陌生人要你跟他出去玩时，你不能跟他一起去。

图二：陌生人给你礼物或好吃的东西时，你不能要。

图三：陌生人要去你家时，你不能带路。

图四：陌生人硬拉你跟他走时，你要反抗，大声呼救。

二、情境练习情境一：一个陌生的叔叔对一位小朋友
说：“小朋友你真可爱、我请你吃果冻。”接着又拿出玩具
给他玩。

集体讨论：能不能接受陌生人的礼物，应该怎样对他说？

情境二：一个陌生的阿姨敲门进入教室，对某幼儿说：“我
是你妈妈的好朋友，她今天没有教师提醒：



（1）你认识她吗？

（2）如果你不认识她、能不能轻信她的`话？

（3）那你应该怎么对这位阿姨说？

教师小结：对待陌生人要有礼貌，但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话，
尤其是不能跟陌生人走。

三、选择游戏（每题分a、b两个答案，幼儿站在认为正确的答
案那一边）

1、陌生人就是坏人吗？

a、陌生人就是坏人。b、陌生人不一定是坏人。

2、能不能跟陌生人走？

a、能去公园和游乐场。b、不能去任何地方。

3、有个认识的阿姨想带你出去玩。

a、可以和她去。b、必须先告诉爸爸妈妈。

4、有个不认识的叔叔给你东西吃：

a、巧克力、果冻不能吃，饮料可以喝。b、什么都不能吃。

5、下大雨时一个陌生人说用车送你回家。

a、先说谢谢再上车。b、不能上车。

6、陌生人问你的名字、家里有谁、能不能告诉他？



a、只能告诉名字，不能告诉他家里有谁。b、什么都不能告诉他。

四、结束活动

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成人，遇到陌生人不能轻信。

活动反思

这个活动主要是让孩子知道不能跟陌生人走，跟陌生人走后
会有危险。所以我们通过模拟的形式先让幼儿在晨间活动中
有所“体验”，结果的确有孩子跟陌生人走了，通过这一情
境的模拟，把它拍成了视频，事后让幼儿自己去看，让幼儿
明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容易被陌生人骗走，怎么保护自己。

幼儿园小班安全防拐防骗教案篇三

1、让学生了解坏人拐骗小孩子时惯用的手段，从而提高防范
意识。

2、让学生提高警惕，万一遇到坏人应该机智自救。

识破坏人的阴谋，学会自救。

相关课件

（一）导入：视频：儿歌《不上你的当》（2分钟）

板书课题：亲爱的小孩！

（二）新授：（25分钟）

1．出示校内两例离家出走案例，生反思：他们这样做会产生
什么后果？生回答。



2．出示全球儿童拐卖数据和图片，令人揪心。

3．面对打拐，怎么办？中国反拐在行动。

4．作为学生的我们，怎么办？怎么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5．常见的拐骗招数及对策。

（1）被花言巧语利诱，你怎么办？

场景一：3岁的宝宝在小区游乐场玩，一个陌生的中年叔叔走
过来给了她一颗棒棒糖，还说要带她去动物园玩。（小组讨
论）

对策一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只要是陌生人给的东西吃的或玩
具，都不要接受，如果陌生人要带你去游乐场、动物园，千
万不要跟着走。告诉陌生人爸爸妈妈就在身边，把陌生人吓
走，或者大叫引起周围人的注意。请小组上台演一演。

（2）陌生人要求开门，你怎么办？

场景二妈妈出门买菜去了，留你一个人在家，这时有人敲门，
你问谁啊，外面的人说：“我是你妈妈的同事，你开开门，
我给你带礼物了。”

对策二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家，只要是陌生人，无论说什么原
因要你开门，我们都不应该开。告诉陌生人，只有妈妈爸爸
爷爷奶奶回来了才能开门。师和生演一演。

（3）我代你父母接你回家，你怎么办？

场景三你父母今天没空，让我来接你一起去吃饭或者回家。
对策三对策：打电话给父母确认。

（4）游乐场找不到父母、老师，你怎么办？



场景四在熙熙攘攘的游乐场，你跟着一个小姐姐从滚筒滑梯
到太空舱，又从蹦蹦床到气垫床，等小姐姐走后，你才发现
自己找不到父母、老师了。对策四我们应该清楚记得家人的
电话和自己的住址，要学会认路和辨别方向，知道距家最近
的公交站名。如在游乐场与父母、老师走散，可以在原地稍
等一会儿，然后请工作人员帮忙找到广播室求助。

6．（游戏，我是小判官）如何防止被骗？防被骗十条。（5
分钟）

（1）外出保证在父母视线内。

（2）不到人员拥挤处。

（3）不轻信陌生人。

（4）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给陌生人。

（5）不要和小伙伴们玩耍或独自在外时，大手大脚，容易让
坏人认为你家很有钱，从而起了坏心眼。

（6）一定要和父母或者家庭其他成员按时回家，不要相信陌
生人代父母接你。

（7）抵制诱惑，拒绝陌生人的饮料、糖果、礼物和搂抱，不
跟陌生人走等。

（8）熟记家庭住址、电话、父母名字。

（9）不要到荒凉偏僻的地方玩耍。

（10）培养自己的防骗意识，了解防骗知识和方法。

7．防拐防骗儿歌（5分钟）



（1）不和陌生人说话的歌谣：小白兔，上学校，见生人，有
礼貌。不说话，笑一笑，蹦蹦跳跳快走掉。

（2）不和陌生人走的歌谣：我家有个小花狗，生人接它它不
走。摇摇头呀摆摆手，见了妈妈我才走。别人谁接我我也不
走，只有我的妈妈来接我我才可以走。

（3）陌生人想搭讪的歌谣：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
道。低下头，快点走，前面追上小朋友。

（五）小结：（3分钟）

1、学生总结：通过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小组讨论）

2、班主任总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希
望节课能引起同学们对防拐骗的重视，也希望同学们能从中
学到一些基本的防拐骗方法．愿同学们开心地学习，平安地
生活。

幼儿园小班安全防拐防骗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通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防盗防骗防
抢知识，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预防各类案件的发生,减少财
产损失和人身伤害。

2、学习一些关于失窃、受骗、遭抢后的应急方法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讲事例组织学生讨论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学生自由发言，陈述所搜集到的被盗、被诈骗或者被敲诈
的事例。

2.呈现主题。

二、新课探讨

(一)小心谨慎防盗窃

2、教师小结防盗小支招

(1).平时身上只备少量零花钱，大笔现金应及时的存入银行，
不要放在身上或宿舍内过夜。

(2).外出时，要把门锁上，晚上在家也要把门反锁起来。

(3).宿舍无人时要及时关好门窗，夜间睡觉不要敞开大门，
防止不法分子溜门盗窃。

(4)养成随手关门、上锁、开门先看猫眼等健康生活方式，知
道有情况先打110，提高安全意识。

3、物品被盗后我们应该：

(1)、上报学校老师(2)、报警(3)、汲取教训

(二)心中中有术防诈骗

2、教师讲解诈骗后自我解救方法：

(1).沉着冷静。注意观察犯罪分子的人数、交谈内容，从中
摸清犯罪分子作案的意图。在摸清对方的意图后，要想方设
法，在适当的时候，寻找借口逃跑如上厕所、装病。不要与



犯罪分子当面顶撞，以免受皮肉之苦。

(2).一旦被软禁，要装作很顺从的样子来麻痹对方，使犯罪
分子放松警惕。一有机会就接近窗户、天窗、通气孔等通向
外界的地方，想办法向邻居、路人呼救，或者写纸条、扔东
西。纸条内容大概是“我被坏人关在××地方，请报警”，
这不仅使自己免遭不幸，而且使犯罪分子很快落网。

(3).如果已被人贩子卖掉，要冷静，想办法拖延时间，可以
说身体不适，或用温柔的语言哄骗对方。抓住机会向你能够
接触到的人求救，如向清洁工人求助。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要
大声呼救。见到警察、机关单位等要想办法靠近并求助。

(4).打110电话求助。不论是哪个电话，都可打110，电话打
通后，要讲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以便警察及时查找。逃出
来后，要迅速找到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妇联等机关组织报警、
寻求帮助。

(三)小心行事防敲诈

2、教师总结：

现在有许多不良少年总是利用小学生胆小势弱的特点，向小
学生敲诈财物。对此，小学生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防敲诈：
放学后，与同学结伴而行，尽早回家;书包里放些零钱以备遭
遇歹徒时，用之保护自身安全;一旦被歹徒纠缠，要冷静与其
周旋，并设法向路人或报警求救;及时向老师报告，由警方依
法惩治恶少。

三、小结：

1、学生总结：通过这次活动，你学到了什么?

2、教师总结：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希望这节课能引起同
学们对防盗防骗防敲诈的重视，也希望同学们能从中学到一
些基本的自我解救方法。愿同学们开心地学习，平安地生活。

《防盗、防骗、防敲诈》教学反思

加强安全防范教育，是我们教师的职责。上周，我执教了
《防盗、防骗、防敲诈》一课，本课从防盗防骗和防敲诈三
方面来说，通过行窃方式、诈骗作案的主要手段及各种案例
分析，同时学生还分享了其切身体验的心得体会，提醒同学
们增强法制观念，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首先从猜谜语：天下无贼——防盗、花言巧语——防骗等来
进入主题，接着让学生自由发言，讲一讲身边的被盗、被骗、
被敲诈事情。紧接着就进入本节课的新课探讨，从防盗防骗
和防敲诈三方面来说，每个环节都是学生先小组讨论哪些行
为可能会导致盗窃、诈骗、敲诈事件的发生，怎样预防此类
事件的发生，教师再小结自救办法，最后教师在课件播放案
例，让学生进行分析，同时学生还分享了其切身体验的心得
体会。

通过学习，大部分学生都有了防范意识，养成了好习惯。能
够做到预防为先，在遇到侵害时能够有应急的处理办法。

幼儿园小班安全防拐防骗教案篇五

我不跟陌生人走

1、通过情境活动，让幼儿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能吃
陌生人的.东西，不能收陌生人的礼物，不能跟陌生人走。

2、教育幼儿学会保护自己。

3、初步培养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知道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逃生。

布置两个场景，分别为“幼儿园”“花园小区”

一、营造情景，真情体验。

(一)幼儿园里的陌生人

1、真情讲述，故事导入。在“幼儿园”场景中，xx幼儿园的
小朋友没有人来接，这时来了个陌生人，这名小朋友跟陌生
人走吗?(引出课题)

2、互动表演，真实流露。请幼儿参与，教师扮“陌生人”与
幼儿对话，引诱幼儿跟随“陌生人”走。

(二)社区里的陌生人

2、利用资源，真情表演。幼儿与假扮的陌生人对话，陌生人
拿出礼物哄骗幼儿，观察幼儿的反应。

二、经验分析，情感升华

小结幼儿的表现：向幼儿提问?

1、什么是陌生人?

2、能不能跟陌生人走?为什么?

3、“陌生人”要带你们走，你们应该怎么办?

三、游戏巩固，行为强化。

1、游戏《不跟陌生人走》



幼儿随着音乐走在小路上，突然遇到陌生人，小朋友是怎么
办的?(集体表演)

2、表演后，继续在小路上走，自然结束。

幼儿园小班安全防拐防骗教案篇六

作为一名教学工作者，常常需要准备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弄通教材内容，进而选择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那要
怎么写好教案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幼儿园专题活动
《豆豆迷路了》防拐防骗小班安全教案，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树立幼儿初步的防范意识。

2、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3、引导幼儿了解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知道迷路时应怎么求
救。

排练情景表演:豆豆迷路了。

一、导入活动

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豆豆迷路了”，教师在主要部分给以
提示。

二、展开活动

1、引导幼儿讨论:豆豆迷路了，他怎么做的?这样会出现什么
后果?并说一说如果自己遇到了这样情况时应采取怎样的做法，
引导幼儿明白遇事要动脑筋。

2、幼儿展开讨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简单记录，教师



将幼儿的记录进行整理、张贴、以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3、开展“有奖竟猜”游戏，可将幼儿分为男女两方，提问问
题，幼儿迅速且较完整的说出想法，答对的一方可奖一朵小
红花。

(1)在商店里，不小心和家人走失了，你该怎么办?

(2)在城市迷了路，你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强迫带你走，你该
怎么办?(可以根据路标、路牌和公共汽车的站牌辨认方向和
路线，还可以向交通民警或治安巡逻民警求助。)

(3)在农村迷了路，你该怎么办?(应当尽量向公路、村庄靠近，
争取当地村民的帮助。如果是在夜间，则可以循着灯光、狗
叫声、公路上汽车的马达声寻找有人的地方求助。)

(4)在幼儿园跟父母走失了，你该怎么办?

三、教师小结，活动结束

1、小朋友们平时应当注意准确地记下自己家庭所在的地区、
街道、门牌号码、电话号码及父母的工作单位名称、地址、
电话号码等，以便需要联系时能够及时联系。

2、如果迷失了方向，要沉着镇静，开动脑筋想办法，不要瞎
闯乱跑，以免造成体力的过度消耗和意外。

活动中，教师通过情景表演、问题讨论等方法，使幼儿了解
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知道迷路时应怎么求救，培养了幼儿
初步的安全意识。在幼儿的回答与表现中发现孩子们对城市
里、商店(超市)里迷路了怎样求救比较有想法，能说出许多，
但对于农村里、夜间怎样想办法求救，感觉有点困难，所以
在这些方面还需要继续培养，此外还发现班级幼儿中有的连
自己父母的名字、电话、住址都说不清楚，需要加强引导教



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

幼儿园小班安全防拐防骗教案篇七

1、树立幼儿初步的防范意识。

2、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3、引导幼儿了解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知道迷路时应怎么求
救。

1、排练情景表演：豆豆迷路了。

一、请幼儿观看情景表演“豆豆迷路了”，教师在主要部分
给以提示。

二、1、引导幼儿讨论：豆豆迷路了，他怎么做的

这样会出现什么后果

并说一说如果自己遇到了这样情况时应采取怎样的做法，引
导幼儿明白遇事要动脑筋。

2、幼儿展开讨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简单记录，教师
将幼儿的记录进行整理、张贴、以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3、开展“有奖竟猜”游戏，可将幼儿分为男女两方，提问问
题，幼儿迅速且较完整的说出想法，答对的一方可奖一朵小
红花。

（1）在商店里，不小心和家人走失了，你该怎么办

（2）在城市迷了路，你该怎么办



如果有人强迫带你走，你该怎么办

（可以根据路标、路牌和公共汽车的站牌辨认方向和路线，
还可以向交通民警或治安巡逻民警求助。

（3）在农村迷了路，你该怎么办

（应当尽量向公路、村庄靠近，争取当地村民的帮助。

如果是在夜间，则可以循着灯光、狗叫声、公路上汽车的马
达声寻找有人的地方求助。

（4）在幼儿园跟父母走失了，你该怎么办

三、教师小结，活动结束

1、小朋友们平时应当注意准确地记下自己家庭所在的地区、
街道、门牌号码、电话号码及父母的工作单位名称、地址、
电话号码等，以便需要联系时能够及时联系。

2、如果迷失了方向，要沉着镇静，开动脑筋想办法，不要瞎
闯乱跑，以免造成体力的过度消耗和意外。

活动中，教师通过情景表演、问题讨论等方法，使幼儿了解
一些自我保护的常识，知道迷路时应怎么求救，培养了幼儿
初步的安全意识。

在幼儿的回答与表现中发现孩子们对城市里、商店（超市）
里迷路了怎样求救比较有想法，能说出许多，但对于农村里、
夜间怎样想办法求救，感觉有点困难，所以在这些方面还需
要继续培养，此外还发现班级幼儿中有的连自己父母的名字、
电话、住址都说不清楚，需要加强引导教育，提高孩子的自
我保护意识。



幼儿园小班安全防拐防骗教案篇八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跟陌生人走。

2、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处的方法。

3、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活动准备：

1、有关的图片四张。

2、请一位幼儿不认识的阿姨扮演陌生人，并设置表演情境。

3、玩具、果冻、巧克力。

幼儿园小班安全优质教案《不跟陌生人走》

活动过程：

1、讲述故事《沙沙和陌生人》：变色龙沙沙独自在院子里玩，
这时一个陌生人问他公园怎么走，沙沙有礼貌地告诉了他该
怎样走，陌生人非常感谢沙沙。回到家里，沙沙把这件事告
诉了妈妈，妈妈说：“沙沙，你做得对!不过还有一些事情你
要多加注意。”沙沙连忙问妈妈：“还有什么事情应该注意
的呢？”

3、出示图片：

图一：陌生人要你跟他出去玩时，你不能跟他一起去。



图二：陌生人给你礼物或好吃的东西时，你不能要。

图三：陌生人要去你家时，你不能带路。

图四：陌生人硬拉你跟他走时，你要反抗，大声呼救。

情境一：一个陌生的叔叔对一位小朋友说：“小朋友你真可
爱、我请你吃果冻。”接着又拿出玩具给他玩。

集体讨论：能不能接受陌生人的礼物，应该怎样对他说？

情境二：一个陌生的阿姨敲门进入教室，对某幼儿说：“我
是你妈妈的好朋友，她今天没有空来接你。让我送你回家，
跟我走吧。”

教师提醒：

(1)你认识她吗？

(2)如果你不认识她、能不能轻信她的话？

(3)那你应该怎么对这位阿姨说？

教师小结：对待陌生人要有礼貌，但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话，
尤其是不能跟陌生人走。

三、选择游戏(每题分a、b两个答案，幼儿站在认为正确的'答
案那一边)

1、陌生人就是坏人吗？

a.陌生人就是坏人。b、陌生人不一定是坏人。

2、能不能跟陌生人走？



a、能去公园和游乐场。b、不能去任何地方。

3、有个认识的阿姨想带你出去玩。

a、可以和她去。b、必须先告诉爸爸妈妈。

4、有个不认识的叔叔给你东西吃：

a、巧克力、果冻不能吃，饮料可以喝。

b、什么都不能吃。

5、下大雨时一个陌生人说用车送你回家。

a、先说谢谢再上车。b、不能上车。

6、陌生人问你的名字、家里有谁、能不能告诉他？

a、只能告诉名字，不能告诉他家里有谁。

b、什么都不能告诉他。

提醒幼儿外出时不要离开集体和成人，遇到陌生人不能轻信。

活动反思：

在活动的开始部分通过和幼儿讲变色龙沙沙和一个陌生人之
间发生的一段事情，引发幼儿在现有经验的基础上谈谈
对“陌生人。的理解，以及遇见陌生人应注意些什么。再通
过集体的学习，帮助所有幼儿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处
的方法，让孩子知道如何应变可能遇到的危险：我认为仅仅
告诉幼儿“不接受陌生人的糖果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向孩子描述可能遇到的情况、然后指导孩
子如何去做。所以我在活动中设置了一些与幼儿实际生活非



常贴近的情境，引起幼儿的兴趣、帮助幼儿认识生活中可能
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再通过游戏活动，共同分析判断，
懂得在生活中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话，更不要跟陌生人走。

（6）小班安全优秀活动教案《不跟陌生人走》含反思

活动目标：

1、知道不能听信陌生人的话，不跟陌生人走。

2、了解一些求救的方法。

3、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活动准备：

1、挂图三张(内容：故事《聪明的明明》)

2、事先和一名幼儿不熟悉的男校工联系，请他配合教育活动，
并准备一些幼儿喜欢的糖果、玩具。活动过程：

1、教师借故离开教室。

2、男校工扮演陌生人出场。“陌生人”通过各种方式，例如
给糖果吃、有好玩的玩具等，引诱孩子离开教室。陌生人与
幼儿的对话：陌生人：小朋友你们老师呢？(幼：老师出去
了)陌生人：老师不在，我带你们去玩吧!(幼：老师说不能和
陌生人走)陌生人：我是好人，不是坏蛋。你们看我还给你们
带糖果来了。(幼：老师说不能吃陌生人的糖果)陌生人：不
能吃糖果，那玩玩具可以吧？你们看这是麦当劳的玩具。(幼
儿开始有些动摇了，有的开始要玩具了)陌生人：麦当劳玩具
好玩吗？(幼：好玩)陌生人；那我带你们去麦当劳玩吧，那



里有更多玩具，还有薯条可以吃。(大部分幼儿高兴地鼓掌并
一一跟着“陌生人”走出教室，小部分幼儿还坐在位置上)

3、教师在幼儿即将离开教室时出现，陌生人离开。

师：刚才你们想去什么地方(幼：麦当劳)

师：那位叔叔你们认识吗？(幼：不认识)

师：那你们为什么要跟他走呢？(请几位幼儿回答)

1、教师告诉幼儿“没有告诉大人就跟陌生人走是一件很危险
的事。小结和陌生人走的危险性。

2、讨论：和陌生人在一起时有什么自我保护的方法。

3、教师出示第二、三张挂图，向幼儿介绍明明在陌牛生人要
带自己走时的自救方法。教师小结：陌生人可能有坏人，坏
人会用好吃的食物、有趣的玩具，或者说好听的话骗小孩，
把小孩骗走，使小孩再也不能回自己的家，所以我们不能随
便相信陌生人的话，更不能跟陌生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