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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幼儿安全教育是指以提高幼儿生命质量、满足幼儿生命健康成长需求、使幼儿逐步养

成积极自主的生活态度、初步拥有安全应对能力的教育。《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明确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幼儿正处

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对幼儿进行公共安全教育，引导他们牢固树立“珍爱

生命，安全第一”的意识，具备自救自护的素养和能力，对他们度过健康安全的一生具有基

础性作用。幼儿的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是通过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实践逐步形成的。伴随

着幼儿生活范围的逐步扩展，他们面临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各种关系也日益增

多。

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的重要手段，然而，现有教材中有关幼儿安全教育的活动方

案却不多。本教材注重将幼儿园与家庭教育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家园之间充分合作，从而寻

求一种能扩展幼儿安全教育空间的幼儿安全教育课程模式，提高教师、家长及幼儿的安全意

识，切实提高幼儿安全教育的实效。

《幼儿园安全课程指导》包括《安全教育活动设计》（分2～6岁四个年龄阶段四个学

年共四册）、《小朋友的书》等二个部分内容，并配以相应的教学挂图、音像资料等教育活

动辅助材料，力求为幼儿园构建安全课程体系和实施安全课程计划提供富有价值的指导和帮

助。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努力体现以下教育策略。                                  

一、注重生活体验，体现幼儿安全教育课程的主体性
 

幼儿安全教育要体现人在生活中的主体性特征，“幼儿安全教育课程”就要强调以

“我”（孩子个体)的视点展开活动，尊重每一位幼儿自身的感受和兴趣，从幼儿的生活体验

出发，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组织课程内容、实施教学。如：幼

儿的思维特点表现为具体形象思维，思维要依赖具体的事物来提高认识和思维能力，不能单

靠口头说教。因此，幼儿安全教育的方法不仅要有实物、场景，而且要采取幼儿主动参与、

互动的方式。不仅如此，“幼儿安全教育课程”在保证幼儿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

和家长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使课程研究和实践的过程真正成为幼儿、教师和家长相

互学习提高、共同创造发展的开放动态系统，使孩子学得主动，使教师教得开心，使家长养

得有心。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幼儿安全课程指导安全教育活动设计 : 全3册 / 徐
小燕主编.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81140-775-4

   Ⅰ. ①幼… Ⅱ. ①徐… Ⅲ. ①安全教育－学前教育－
教学参考资料 Ⅳ. ①G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6249号

责任编辑 潘 啸 周敏燕

封面设计 蒋 舜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半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0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775-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幼儿安全课程指导安全教育活动设计（上、中、下）
徐小燕 主编



出版说明  01

安全教育活动设计

                                                  

 

出 版 说 明

幼儿安全教育是指以提高幼儿生命质量、满足幼儿生命健康成长需求、使幼儿逐步养

成积极自主的生活态度、初步拥有安全应对能力的教育。《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明确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幼儿正处

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对幼儿进行公共安全教育，引导他们牢固树立“珍爱

生命，安全第一”的意识，具备自救自护的素养和能力，对他们度过健康安全的一生具有基

础性作用。幼儿的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是通过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实践逐步形成的。伴随

着幼儿生活范围的逐步扩展，他们面临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各种关系也日益增

多。

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的重要手段，然而，现有教材中有关幼儿安全教育的活动方

案却不多。本教材注重将幼儿园与家庭教育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家园之间充分合作，从而寻

求一种能扩展幼儿安全教育空间的幼儿安全教育课程模式，提高教师、家长及幼儿的安全意

识，切实提高幼儿安全教育的实效。

《幼儿园安全课程指导》包括《安全教育活动设计》（分2～6岁四个年龄阶段四个学

年共四册）、《小朋友的书》等二个部分内容，并配以相应的教学挂图、音像资料等教育活

动辅助材料，力求为幼儿园构建安全课程体系和实施安全课程计划提供富有价值的指导和帮

助。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努力体现以下教育策略。                                  

一、注重生活体验，体现幼儿安全教育课程的主体性
 

幼儿安全教育要体现人在生活中的主体性特征，“幼儿安全教育课程”就要强调以

“我”（孩子个体)的视点展开活动，尊重每一位幼儿自身的感受和兴趣，从幼儿的生活体验

出发，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组织课程内容、实施教学。如：幼

儿的思维特点表现为具体形象思维，思维要依赖具体的事物来提高认识和思维能力，不能单

靠口头说教。因此，幼儿安全教育的方法不仅要有实物、场景，而且要采取幼儿主动参与、

互动的方式。不仅如此，“幼儿安全教育课程”在保证幼儿主体性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

和家长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使课程研究和实践的过程真正成为幼儿、教师和家长相

互学习提高、共同创造发展的开放动态系统，使孩子学得主动，使教师教得开心，使家长养

得有心。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幼儿安全课程指导安全教育活动设计 : 全3册 / 徐
小燕主编.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81140-775-4

   Ⅰ. ①幼… Ⅱ. ①徐… Ⅲ. ①安全教育－学前教育－
教学参考资料 Ⅳ. ①G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6249号

责任编辑 潘 啸 周敏燕

封面设计 蒋 舜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半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0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775-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幼儿安全课程指导安全教育活动设计（上、中、下）
徐小燕 主编



02  

幼儿安全课程指导

序  01

安全教育活动设计

序

孩子的生命安全始终扣动着亿万人的心弦，因为对世界、国家、民族和家庭来说，孩子

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教师肩负着重大责任，不仅是因为早期的

安全教育奠定了他们一生健康安全的基础，还因为幼小的他们还无法选择，需要教师、家庭

的呵护、引导和教育，需要在教师提供的安全教育环境下健康成长。

据调查显示：中国意外伤害占儿童死亡总数总数的26.1%，而每年以7%—10%的速度增

长，有的发生在幼儿园，有的发生在家庭中，意外伤害是儿童的头号杀手。各级教育部门每

年均要下发文件，不断敲响安全教育警钟，而幼儿园也会在此时开展一些安全方面的教育活

动，然而各地幼儿安全伤害事故仍然时有发生。如何使幼儿安全教育工作更富有实效性，教

工幼儿园园长徐小燕围绕这一问题，带领广大教师进行了深入思考，成立了“幼儿园安全教

育研究与实践”课题组。五年多来，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构建起能扩展幼儿安全教

育空间的幼儿安全教育课程模式，并以幼儿安全为立足，精心地设计和编写教材，为当今幼

儿园安全教育提供了典范，解决了幼儿园教师确切需要的安全教育教材问题。

《幼儿园安全课程指导》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实用性三大特点。全面性分三点包括：

教育实体的全面性，幼儿、家长、教师共同成长为安全课程的实践者和受益者。教育内容的

全面性有生活中的安全、活动中的安全、交往中的安全、几乎包揽了幼儿安全的方方面面。

教育形式的全面性，有环境创设，活动观摩，情景演练，宣传服务等等。系统性：简历了

2—6岁儿童安全发展目标体系，及主题设置。内容上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实用性：详细的

主题活动介绍，告诉老师如何创设环境，如何指导家长，如何利用资源，详尽的活动方案，

便于教师操作。

《幼儿园安全课程指导》通过生动、活泼、丰富、有趣的教育形式使幼儿在快乐的学习

中，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积累安全经验、提高自护能力。这是一套非常值得推广

的幼儿园安全教育课程。

                                                                                              

                                                                                

衢州市柯城区教研室书记

                                                                                  浙江省特级教师  刘小倩

                                                                                                      2010年1月

 

二、显隐结合，体现幼儿安全教育课程的整体渗透性

每一种课程提供的教育方案都是以显性的方式存在的，但课程的内涵和影响力远非如

此。幼儿园安全环境的创设、教师的安全教育管理方式和教学风格、班级常规、师生关系、

家长的态度和方法、幼儿园的安全规章制度等这些潜在因素都对本课程目标的达成和幼儿的

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我们除了提供显性的安全教育课程方案以外，还

要求教师将家长工作、环境创设、师生互动、教师专业成长都作为安全教育课程的潜隐因素

来加以考虑，以统一的课程理念和需要就上述问题展开具体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尽可能使显

性课程和隐性课程有机结合，形成教育合力。

“幼儿安全教育课程”强调从宏观角度去把握教育的价值观和课程的整体设计，至于在

微观层面上如何操作，比如如何设计、实施具体的活动，则要求教师针对自身特色、不同孩

子、不同家庭进行多元创造，这样，同样的课程理念和构架便可以在不同的班级各具特色。

三、整合资源，体现幼儿安全教育课程的开放性

幼儿安全教育课程实施中可以利用的资源有：（1）文本资源：图书（包括教材及相关

参考书）、报刊、地图、图片、图表。（2）音像资源：电影和电视节目、录像、音乐磁带

或光盘、教学光盘、各种教学软件。（3）实物资源：图书馆、阅览室、橱窗、板报、视听

教室、多媒体设备（广播、电视、网络等）、博物馆、自然和人文景观及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4）人力资源：学生、教师、父母、邻居和社会各界人士（专家学者、社区工作人

员、医生、政府公务员等）。教师要根据各种课程资源的特点，对其正确利用，以达到激发

幼儿兴趣，将安全教育环境开放，增加幼儿的实践经验和情感体验等目的。

幼儿园的安全课程设计是一个不断研究实践、不断完善的过程。殷切希望广大幼教同行

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

           

                        

                        衢州市柯城区教工幼儿园《幼儿园安全课程指导》编

写委员会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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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光盘、教学光盘、各种教学软件。（3）实物资源：图书馆、阅览室、橱窗、板报、视听

教室、多媒体设备（广播、电视、网络等）、博物馆、自然和人文景观及机关、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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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市柯城区教工幼儿园《幼儿园安全课程指导》编

写委员会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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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实现幼儿安全教育的目标应体现以人的发展为教育主线, 因此在目标体系从两

个方面进行构建：一是三维目标，即情感目标、能力目标和知识目标；二是年段目标，分小

班、中班、大班三个年龄段。具体如下。

一、情感、态度、价值观

●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形成尊重生命、珍视健康的态度。

●形成安全意识，养成安全习惯。

●树立拒绝诱惑、远离危险、防范侵害的自我保护意识。

●珍视他人的生命与健康权利，富有爱心和责任感。

●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

二、能力

●有效预防自身安全事故的发生，具备初步应对安全事故的自救、自护能力。

●能够对各种不安全因素进行正确的辨别和判断，学会恰当避险。

●初步认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能够做出有利于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的行为选择。

●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能采用恰当的途径和方法救助他人。

三、知识

●知道生命是可贵的，初步认识自己的身体及其发育特点。

●知道交通、消防、自然灾害突发事故的范围及危险、危害，了解突发事故的防范知识

和应对措施。

●了解基本饮食卫生常识，知道常见病和传染病的危害和防治措施。

●了解常见的意外伤害事故，知道意外伤害事故发生时的求救和求生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从生活中的安全、活动中的安全、交往中的安全三方面，确定了

各年龄段幼儿安全教育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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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班幼儿安全教育目标

生活中的安全 1.不随意的离开集体，轻信他人，不跟陌生人走。

2.幼儿知道自己的姓名、班级、家长姓名、电话，会清楚表达。

3.初步养成饮水的习惯。

4.认识人体的外部器官（四肢、关节、皮肤、头发）及其功能，并了解一些
简单的保护五官方法。

5.身体不适时主动向成人表达。

活动中的安全 1.认识幼儿园环境设施，懂得有秩序的玩各种户外玩具。

2.上下楼梯靠右边走，不从楼梯扶手往下滑，不跳楼梯、玩门、从高处往下
跳等危险的动作。

3.在游戏活动时应遵守纪律，有序活动，避免乱跑碰撞，有初步的自我保护
意识。

交往中的安全 1.知道同伴间友好相处，不能拿玩具和同伴打闹，更不能抓、咬、打同伴。

2.能听从成人有关安全和卫生提示。

小班幼儿安全教育目标

生活中的安全 1.在老师的帮助下，懂得饭前便后要洗手的道理，学习一些正确的洗手擦脸
擦汗的方法。

2.知道要早晚刷牙，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

3.初步引导幼儿用正确的姿势睡觉，午睡时保持安静。

4.在老师的帮助下初步知道按需饮水。

5.初步感知嗓子、牙齿、眼睛、耳朵等器官的作用，知道要保护它们。

6.初步了解食物与健康的关系，在老师的帮助下能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

7.不在危险地方玩耍，不触电源插座，不开煤气开关等。

8.不把不洁食物放进嘴里。

活动中的安全 1.在活动中不做危险动作，不玩危险物。

2.在成人的启发下能简单地表达自己对冷热的感受。

3.在成人的提醒下知道遵守集体活动的规则，避免与同伴碰撞。

4.在成人的启发下，能简单表达自己身体不适的感受。

交往中的安全 1.认识红绿灯并知道它们的含义。

2.知道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

3.知道保持愉快的情绪对身体的好处，不好哭。

中班幼儿安全教育目标

生活中的安全 1.能初步养成一些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2.了解保护五官的常识，增强保护五官的意识，能注意保护它们。

3.初步养成按时饮水的习惯。

4.知道食物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习惯。

5.认识人体的外部器官（四肢、关节、皮肤、头发）及其功能，并了解一些
简单的保护方法。

活动中的安全 6.主动向成人表达自己身体不适的感受。

7.了解电、火、水、煤气、药物的功过，初步形成防止电、火、水、煤气、
药物伤害的意识，发生着火、溺水等事故时知道呼救。

活动中的安全 1.知道常用活动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掌握基本动作，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能避开危险物，不做危险动作。

2.能在老师提醒下，知道运动前后增减衣物并及时擦汗。

3.在运动后能适时地补充水分，能向老师反映活动中不适情况。

交往中的安全 1.知道与幼儿有关的交通标识。

2.懂得乘车的安全规则，能在成人提醒下遵守交通规则，不在马路上玩，不
独自过马路。

3.在与人交往中学会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及求助的方法。

4.学习使用商量、轮流、交换等交往手段，感到与同伴和睦相处一起游戏的
乐趣，形成初步的规则意识和合作意识。

大班幼儿安全教育目标

生活中的安全 1.能形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保持自己服装的整齐，保管好自己的物品。

2.了解保护五官的常识，增强保护五官的意识，养成保护五官的良好卫生习
惯。

3.具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初步了解水与健康的关系，并能按时饮水。

4.不在危险地方玩耍，不触电源插座，不开煤气开关等。

5.养成防止电、火、水、煤气、药物等伤害的意识与行为习惯，懂得有关易
发事故的简易自救方法，发生着火、溺水等事故时知道呼救。

6.初步了解一些幼儿常见传染病的防治知识。

7.认识人体的内部主要器官（心脏、肺、胃、肠）及其功能，学习保护身体
的一些简单方法。

活动中的安全 1.在活动中不做危险动作，不玩危险物。

2.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能安全使用活动器材，自觉遵守游戏规则。

3.能提醒同伴不做危险动作，提高动作的协调性、灵敏性和灵活应变的能
力。

4.能够动静交替地进行活动，知道运动前后增减衣物并及时擦汗。

5.在活动中能主动向老师反映自身的不适感受。

交往中的安全 1.认识安全标识并能作出相应的行动。不在马路上玩，不独自过马路。

2.知道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

3.初步学会一些紧急情况下的应变方法（自救和互救）。

4.初步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不随便发脾气，能解决与同伴矛盾。

2-6岁儿童安全发展目标



02  

幼儿安全课程指导

2-6岁儿童安全发展目标  03

安全教育活动设计

托班幼儿安全教育目标

生活中的安全 1.不随意的离开集体，轻信他人，不跟陌生人走。

2.幼儿知道自己的姓名、班级、家长姓名、电话，会清楚表达。

3.初步养成饮水的习惯。

4.认识人体的外部器官（四肢、关节、皮肤、头发）及其功能，并了解一些
简单的保护五官方法。

5.身体不适时主动向成人表达。

活动中的安全 1.认识幼儿园环境设施，懂得有秩序的玩各种户外玩具。

2.上下楼梯靠右边走，不从楼梯扶手往下滑，不跳楼梯、玩门、从高处往下
跳等危险的动作。

3.在游戏活动时应遵守纪律，有序活动，避免乱跑碰撞，有初步的自我保护
意识。

交往中的安全 1.知道同伴间友好相处，不能拿玩具和同伴打闹，更不能抓、咬、打同伴。

2.能听从成人有关安全和卫生提示。

小班幼儿安全教育目标

生活中的安全 1.在老师的帮助下，懂得饭前便后要洗手的道理，学习一些正确的洗手擦脸
擦汗的方法。

2.知道要早晚刷牙，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

3.初步引导幼儿用正确的姿势睡觉，午睡时保持安静。

4.在老师的帮助下初步知道按需饮水。

5.初步感知嗓子、牙齿、眼睛、耳朵等器官的作用，知道要保护它们。

6.初步了解食物与健康的关系，在老师的帮助下能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

7.不在危险地方玩耍，不触电源插座，不开煤气开关等。

8.不把不洁食物放进嘴里。

活动中的安全 1.在活动中不做危险动作，不玩危险物。

2.在成人的启发下能简单地表达自己对冷热的感受。

3.在成人的提醒下知道遵守集体活动的规则，避免与同伴碰撞。

4.在成人的启发下，能简单表达自己身体不适的感受。

交往中的安全 1.认识红绿灯并知道它们的含义。

2.知道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

3.知道保持愉快的情绪对身体的好处，不好哭。

中班幼儿安全教育目标

生活中的安全 1.能初步养成一些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2.了解保护五官的常识，增强保护五官的意识，能注意保护它们。

3.初步养成按时饮水的习惯。

4.知道食物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习惯。

5.认识人体的外部器官（四肢、关节、皮肤、头发）及其功能，并了解一些
简单的保护方法。

活动中的安全 6.主动向成人表达自己身体不适的感受。

7.了解电、火、水、煤气、药物的功过，初步形成防止电、火、水、煤气、
药物伤害的意识，发生着火、溺水等事故时知道呼救。

活动中的安全 1.知道常用活动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掌握基本动作，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能避开危险物，不做危险动作。

2.能在老师提醒下，知道运动前后增减衣物并及时擦汗。

3.在运动后能适时地补充水分，能向老师反映活动中不适情况。

交往中的安全 1.知道与幼儿有关的交通标识。

2.懂得乘车的安全规则，能在成人提醒下遵守交通规则，不在马路上玩，不
独自过马路。

3.在与人交往中学会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及求助的方法。

4.学习使用商量、轮流、交换等交往手段，感到与同伴和睦相处一起游戏的
乐趣，形成初步的规则意识和合作意识。

大班幼儿安全教育目标

生活中的安全 1.能形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保持自己服装的整齐，保管好自己的物品。

2.了解保护五官的常识，增强保护五官的意识，养成保护五官的良好卫生习
惯。

3.具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初步了解水与健康的关系，并能按时饮水。

4.不在危险地方玩耍，不触电源插座，不开煤气开关等。

5.养成防止电、火、水、煤气、药物等伤害的意识与行为习惯，懂得有关易
发事故的简易自救方法，发生着火、溺水等事故时知道呼救。

6.初步了解一些幼儿常见传染病的防治知识。

7.认识人体的内部主要器官（心脏、肺、胃、肠）及其功能，学习保护身体
的一些简单方法。

活动中的安全 1.在活动中不做危险动作，不玩危险物。

2.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能安全使用活动器材，自觉遵守游戏规则。

3.能提醒同伴不做危险动作，提高动作的协调性、灵敏性和灵活应变的能
力。

4.能够动静交替地进行活动，知道运动前后增减衣物并及时擦汗。

5.在活动中能主动向老师反映自身的不适感受。

交往中的安全 1.认识安全标识并能作出相应的行动。不在马路上玩，不独自过马路。

2.知道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

3.初步学会一些紧急情况下的应变方法（自救和互救）。

4.初步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不随便发脾气，能解决与同伴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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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安全教育课程组织框架

幼儿一日生活的每个环节都是具有教育价值的，都是课程组织的要素之一。幼儿安全教

育课程基本组织框架包含了幼儿要掌握的安全教育内容和教师为帮助幼儿实现这些目标应采

取的行为以及教学环境等。围绕幼儿成长的不同阶段中主要涉及的生命安全问题，分层次、

分阶段整合了生活中的安全、活动中的安全、交往中的安全三个模块的内容。围绕保护自

身、防止意外、避免伤害三大路径，以活动为基本形式，突出了以“家园互动活动”和“整

合性安全主题教学活动”两大活动形式，将一日生活、环境创设、区域活动放置于课题框架

内，满足幼儿各种潜能和全面发展的需要。

幼儿安全教育课程基本组织框架图：   

安全教育课程运作方式

一、基本图式

该图式体现了在具体操作与运行中将各种活动交互进行，循环往复，以

达到全面的联动作用，使三者合为一体以形成正向合力。

活动类型 活 动 目 的 主 要 活 动 形 式

宣传性活动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推动作
用，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争取政
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响
应。

①媒体宣传( 园报、社区宣传园地等)；
②安全画展、图片展；③安全剧场表
演；④安全故事大赛；⑤安全教育DV
大赛；  ⑥安全知识竞赛。

服务性活动
实现幼儿园、家庭、社区之间的资

源共享，相互提供服务。

①安全咨询；②经验交流 ；③家园联

系栏 ；④送教上门；⑤安全建议箱。

演练性活动

使教师、幼儿、家长了解安全防护

的相关知识，掌握必要的自我保护

技能。

①消防演习；②诱拐演习；③应急演

习；④体能训练。

观摩性活动

通过举行园内外相结合的观摩性活

动，增强社会各界参与幼儿安全教

育活动的自觉意识。

①实地参观；②安全教育开放日；③ 
“安全卫士”助教；④专题安全教育活
动。

渗透性活动

挖掘1日活动中的安全教育因素，让

幼儿在交流、交往等生活实践中学

习，参与安全管理，充分认识安全自

护的重要性。

①环境创设；②一日生活；③教育教

学；④各类游戏。

二、各类活动的目的和形式

整合性安全

主题教学活动

活动

生活中的安全

活动中安全

交往中的安全

一日生活

自理能

力训练

环境

创设
室内外环境

家庭、社区环境

宣传性活动

生活

活动

观摩性活动

服务性活动

演练性活动

区域活动 家园互动活动

动

游戏活动

渗透性活动

主题墙环境

幼儿安全教育课程组织框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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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安全教育课程组织框架

幼儿一日生活的每个环节都是具有教育价值的，都是课程组织的要素之一。幼儿安全教

育课程基本组织框架包含了幼儿要掌握的安全教育内容和教师为帮助幼儿实现这些目标应采

取的行为以及教学环境等。围绕幼儿成长的不同阶段中主要涉及的生命安全问题，分层次、

分阶段整合了生活中的安全、活动中的安全、交往中的安全三个模块的内容。围绕保护自

身、防止意外、避免伤害三大路径，以活动为基本形式，突出了以“家园互动活动”和“整

合性安全主题教学活动”两大活动形式，将一日生活、环境创设、区域活动放置于课题框架

内，满足幼儿各种潜能和全面发展的需要。

幼儿安全教育课程基本组织框架图：   

安全教育课程运作方式

一、基本图式

该图式体现了在具体操作与运行中将各种活动交互进行，循环往复，以

达到全面的联动作用，使三者合为一体以形成正向合力。

活动类型 活 动 目 的 主 要 活 动 形 式

宣传性活动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推动作
用，宣传、普及安全知识，争取政
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响
应。

①媒体宣传( 园报、社区宣传园地等)；
②安全画展、图片展；③安全剧场表
演；④安全故事大赛；⑤安全教育DV
大赛；  ⑥安全知识竞赛。

服务性活动
实现幼儿园、家庭、社区之间的资

源共享，相互提供服务。

①安全咨询；②经验交流 ；③家园联

系栏 ；④送教上门；⑤安全建议箱。

演练性活动

使教师、幼儿、家长了解安全防护

的相关知识，掌握必要的自我保护

技能。

①消防演习；②诱拐演习；③应急演

习；④体能训练。

观摩性活动

通过举行园内外相结合的观摩性活

动，增强社会各界参与幼儿安全教

育活动的自觉意识。

①实地参观；②安全教育开放日；③ 
“安全卫士”助教；④专题安全教育活
动。

渗透性活动

挖掘1日活动中的安全教育因素，让

幼儿在交流、交往等生活实践中学

习，参与安全管理，充分认识安全自

护的重要性。

①环境创设；②一日生活；③教育教

学；④各类游戏。

二、各类活动的目的和形式

整合性安全

主题教学活动

活动

生活中的安全

活动中安全

交往中的安全

一日生活

自理能

力训练

环境

创设
室内外环境

家庭、社区环境

宣传性活动

生活

活动

观摩性活动

服务性活动

演练性活动

区域活动 家园互动活动

动

游戏活动

渗透性活动

主题墙环境



06  

幼儿安全课程指导

入园安全  07

安全教育活动设计

主题一：入园安全

【主题说明】

小班幼儿刚从家庭到幼儿园集体，他们像刚断奶的孩子，情绪极不稳定，恐惧，烦躁、

胆怯伴随着他们，尽快离开幼儿园是此时幼儿最大、最迫切的愿望。每年九月，当我们走到

新班级里，很多幼儿就会迫不及待地“粘”住你，哭着让你带他去“找妈妈”。为了达到

“找妈妈”的目的，完全不顾及自己依赖的人是否是自己熟悉的。在强烈愿望的驱使下，他

们会轻易地跟着陌生人走。小班幼儿常常会独自离开群体和轻信陌生人。走失意外事故容易

在小班幼儿身上发生。

对于刚入园的孩子来说，幼儿园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他们对于身边的人缺乏信任感，

幼儿会沉默少语，也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所以老师很难深入了解幼儿的真实想

法，这为幼儿的安全带来了隐患。

【主题目标】

1．知道入园时要和家长在一起。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能跟陌生人走。

2．懂得入园、离园要主动与老师打招呼，体验懂礼貌人人都喜欢的快乐情感。

3．知道上下楼梯、坐椅子、如厕的注意事项，将要注意的问题运用到生活中。

4．能清楚地表达喝水、如厕以及身体不舒服等各种生活上的要求。对老师产生初步的

信任感，知道要主动将自己的需求告诉老师。

【活动内容】

活动名称
涉及的主要领域

健康 语言 社会 科学 艺术

1 入园我知道 √ √ √

2 好宝宝有礼貌 √ √ √

3 不跟陌生人走 √ √ √

4 小问题大安全 √ √ √

5 老师我有话要说 √ √ √

6 小兔乖乖 √ √ √

【环境创设】

一、活动区

1．语言区。

提供相关故事、儿歌供幼儿阅读、讲述。

2．建构区。

引导幼儿在建筑角里搭小兔乖乖的房子，并表演小兔乖乖的故事。

二、墙饰

布置《高高兴兴上幼儿园》《我是有礼貌的好宝宝》为主题的墙饰，使幼儿懂得幼儿园

里生活的快乐、幸福。通过老师、家长和幼儿一起寻找安全图片，遇到危险怎样做的讨论，

使幼儿了解了基本的安全常识，让幼儿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家长工作】

开学初的家长会中，老师让家长明确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小班幼儿入园安全的教育内容

和方法，并且要求家长配合幼儿园进行教育。 

活动一   入园我知道

【活动目标】

1．知道入园时要和家长在一起，不能随意跑动。

2．能对各种入园过程中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愿意接受成人的建议。

【活动准备】

1．小男孩和成人女性木偶各一个。

2．积木搭起的滑滑梯，小皮球一个。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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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入园安全

【主题说明】

小班幼儿刚从家庭到幼儿园集体，他们像刚断奶的孩子，情绪极不稳定，恐惧，烦躁、

胆怯伴随着他们，尽快离开幼儿园是此时幼儿最大、最迫切的愿望。每年九月，当我们走到

新班级里，很多幼儿就会迫不及待地“粘”住你，哭着让你带他去“找妈妈”。为了达到

“找妈妈”的目的，完全不顾及自己依赖的人是否是自己熟悉的。在强烈愿望的驱使下，他

们会轻易地跟着陌生人走。小班幼儿常常会独自离开群体和轻信陌生人。走失意外事故容易

在小班幼儿身上发生。

对于刚入园的孩子来说，幼儿园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他们对于身边的人缺乏信任感，

幼儿会沉默少语，也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所以老师很难深入了解幼儿的真实想

法，这为幼儿的安全带来了隐患。

【主题目标】

1．知道入园时要和家长在一起。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能跟陌生人走。

2．懂得入园、离园要主动与老师打招呼，体验懂礼貌人人都喜欢的快乐情感。

3．知道上下楼梯、坐椅子、如厕的注意事项，将要注意的问题运用到生活中。

4．能清楚地表达喝水、如厕以及身体不舒服等各种生活上的要求。对老师产生初步的

信任感，知道要主动将自己的需求告诉老师。

【活动内容】

活动名称
涉及的主要领域

健康 语言 社会 科学 艺术

1 入园我知道 √ √ √

2 好宝宝有礼貌 √ √ √

3 不跟陌生人走 √ √ √

4 小问题大安全 √ √ √

5 老师我有话要说 √ √ √

6 小兔乖乖 √ √ √

【环境创设】

一、活动区

1．语言区。

提供相关故事、儿歌供幼儿阅读、讲述。

2．建构区。

引导幼儿在建筑角里搭小兔乖乖的房子，并表演小兔乖乖的故事。

二、墙饰

布置《高高兴兴上幼儿园》《我是有礼貌的好宝宝》为主题的墙饰，使幼儿懂得幼儿园

里生活的快乐、幸福。通过老师、家长和幼儿一起寻找安全图片，遇到危险怎样做的讨论，

使幼儿了解了基本的安全常识，让幼儿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家长工作】

开学初的家长会中，老师让家长明确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小班幼儿入园安全的教育内容

和方法，并且要求家长配合幼儿园进行教育。 

活动一   入园我知道

【活动目标】

1．知道入园时要和家长在一起，不能随意跑动。

2．能对各种入园过程中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愿意接受成人的建议。

【活动准备】

1．小男孩和成人女性木偶各一个。

2．积木搭起的滑滑梯，小皮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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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观察教学挂图。

教师出示挂图：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图上有谁？他们在干什么？（图中蓝衣服小朋友是明明，绿衣服小朋友是冬

冬。）

（2）明明是和爸爸一起来上幼儿园的，你们找到明明了吗？

（3）明明是怎么上幼儿园的？

（4） 明明到班上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2．引导幼儿观看木偶表演。

教师：上幼儿园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别的小朋友是怎么做的吧！

3．教师操作木偶，引导幼儿理解入园时偷偷乱跑的不良后果。

（1） 木偶表演：冬冬上幼儿园啦，今天是他第一天上幼儿园，他早早地就和妈妈来到

幼儿园。一进大门，冬冬就看见了一座滑滑梯，他甩开妈妈的手，又蹦又跳地跑过去，玩起

了滑滑梯。冬冬玩累了，发现自己找不到妈妈，着急地直哭。妈妈找到了冬冬，对他说：

“上幼儿园的路上要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这样才是妈妈的好宝贝。” 

（2） 教师：你们觉得冬冬这样做对吗？为什么？离开爸爸妈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4．教师操作木偶，引导幼儿理解自己随意跑出去的不良后果。

（1）木偶表演：第二天上幼儿园的时候，冬冬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再也不敢松开，

妈妈把冬冬送进了小一班教室。冬冬看见操场上的皮球，趁着妈妈和老师在谈话，偷偷地跑

出教室，在操场上玩起了皮球。冬冬玩累了，发现自己找不到小一班。这么多班级，哪一个

才是小一班呢?冬冬着急地哭了起来。老师找到了冬冬，告诉冬冬：“到了班级可不能自己跑

出去玩，如果想玩，老师会带小朋友们出去玩的。”

（2）教师：你们觉得冬冬这样做对吗，为什么？自己随意跑出去会怎么样？

5．阅读幼儿用书，对不同的行为进行判断。

（1） 请你们看看书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

（2）你喜欢哪一个小朋友，为什么？

教师小结：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要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不能乱跑。如果乱跑，可能会找

不到爸爸妈妈，还可能摔跤、受伤呢。到了班上，不能自己偷偷地跑出去玩；如果想出去玩

的话，老师会带小朋友们出去玩的。

活动二   好宝宝有礼貌

【活动目标】

1．通过情景表演，学说礼貌用语，懂得入园、离园要主动与老师打招呼。

2．体验懂礼貌人人都喜欢的快乐感情。

【活动准备】

1．教师与大班的幼儿排练情景表演。

2．场景：大型积木搭起的幼儿园。

【活动过程】

1．情景感知。

（1）教师介绍角色。

（2）情景表演第一段故事，提问：妈妈送花花上幼儿园的时候，碰到了谁？小花花对

奶奶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奶奶夸小花花是个好宝宝？

（3）情景表演第二段故事，提问：到了幼儿园，见到了老师，花花是怎么说的？看见

小朋友，花花又是怎么说的？你喜欢花花吗，为什么？

（4）情景表演第三段故事，提问：放学的时候，花花对老师和小朋友是怎么说的？ 

      小结：小花花有礼貌，大家都说小花花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2．鼓励幼儿大胆开口学说礼貌用语。

请幼儿尝试扮演花花角色，参与到情景游戏中去。

3．延伸活动。

你除了会说“早”“再见”，还会说哪些礼貌用语。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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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观察教学挂图。

教师出示挂图：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图上有谁？他们在干什么？（图中蓝衣服小朋友是明明，绿衣服小朋友是冬

冬。）

（2）明明是和爸爸一起来上幼儿园的，你们找到明明了吗？

（3）明明是怎么上幼儿园的？

（4） 明明到班上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2．引导幼儿观看木偶表演。

教师：上幼儿园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别的小朋友是怎么做的吧！

3．教师操作木偶，引导幼儿理解入园时偷偷乱跑的不良后果。

（1） 木偶表演：冬冬上幼儿园啦，今天是他第一天上幼儿园，他早早地就和妈妈来到

幼儿园。一进大门，冬冬就看见了一座滑滑梯，他甩开妈妈的手，又蹦又跳地跑过去，玩起

了滑滑梯。冬冬玩累了，发现自己找不到妈妈，着急地直哭。妈妈找到了冬冬，对他说：

“上幼儿园的路上要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这样才是妈妈的好宝贝。” 

（2） 教师：你们觉得冬冬这样做对吗？为什么？离开爸爸妈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4．教师操作木偶，引导幼儿理解自己随意跑出去的不良后果。

（1）木偶表演：第二天上幼儿园的时候，冬冬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再也不敢松开，

妈妈把冬冬送进了小一班教室。冬冬看见操场上的皮球，趁着妈妈和老师在谈话，偷偷地跑

出教室，在操场上玩起了皮球。冬冬玩累了，发现自己找不到小一班。这么多班级，哪一个

才是小一班呢?冬冬着急地哭了起来。老师找到了冬冬，告诉冬冬：“到了班级可不能自己跑

出去玩，如果想玩，老师会带小朋友们出去玩的。”

（2）教师：你们觉得冬冬这样做对吗，为什么？自己随意跑出去会怎么样？

5．阅读幼儿用书，对不同的行为进行判断。

（1） 请你们看看书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

（2）你喜欢哪一个小朋友，为什么？

教师小结：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要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不能乱跑。如果乱跑，可能会找

不到爸爸妈妈，还可能摔跤、受伤呢。到了班上，不能自己偷偷地跑出去玩；如果想出去玩

的话，老师会带小朋友们出去玩的。

活动二   好宝宝有礼貌

【活动目标】

1．通过情景表演，学说礼貌用语，懂得入园、离园要主动与老师打招呼。

2．体验懂礼貌人人都喜欢的快乐感情。

【活动准备】

1．教师与大班的幼儿排练情景表演。

2．场景：大型积木搭起的幼儿园。

【活动过程】

1．情景感知。

（1）教师介绍角色。

（2）情景表演第一段故事，提问：妈妈送花花上幼儿园的时候，碰到了谁？小花花对

奶奶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奶奶夸小花花是个好宝宝？

（3）情景表演第二段故事，提问：到了幼儿园，见到了老师，花花是怎么说的？看见

小朋友，花花又是怎么说的？你喜欢花花吗，为什么？

（4）情景表演第三段故事，提问：放学的时候，花花对老师和小朋友是怎么说的？ 

      小结：小花花有礼貌，大家都说小花花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2．鼓励幼儿大胆开口学说礼貌用语。

请幼儿尝试扮演花花角色，参与到情景游戏中去。

3．延伸活动。

你除了会说“早”“再见”，还会说哪些礼貌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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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1．在延伸活动中，老师可稍作启发，如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怎么说？

（对不起、没关系等）。

2．在图书角中提供相关的图片，让幼儿根据图片内容学说相应的礼貌用语。  

活动三   不跟陌生人走

【活动目标】

1．通过情境活动，让幼儿知道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吃陌生人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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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布置两个场景，分别为“幼儿园”“花园小区”。

【活动过程】

1．营造情景，真情体验。

（1）幼儿园里的陌生人。

①真情讲述，故事导入。在“幼儿园” 场景中，幼儿园里一小朋友没有人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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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区里的陌生人。

①转换场景，扩展感知。教师在“花园小区” 场景中，再次讲述故事：一个小朋友搬

了新家，在楼下玩完后，找不到自己的家了，这时又来了一个陌生人，陌生人带走小朋友了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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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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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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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怎么办？（集体表演）

（2）总结：小朋友不能随意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能跟陌生人走。

（3）演后，继续在小路上走，自然结束。

活动四   小问题大安全

【活动目标】

1．知道上下楼梯、洗手、如厕的注意事项。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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