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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无小事，安全教育成为幼儿园教育的第一要务。如何

有效开展幼儿安全教育一直是大家思考与研究的课题。在教学环

节中展现安全教育内容，培养幼儿的安全习惯，灌输幼儿的安

全意识，为其健康发展打基础。

1　组织混龄活动，做好自护示范

幼儿园的安全教育工作关系着每个幼儿的健康成长，关系着

万千家庭的幸福。随着年龄增长，部分幼儿已逐步形成了一定

的防范意识，年龄小的幼儿防范意识偏弱。教师要利用好幼儿

间的同伴效应，增强混龄活动的组织。让大一点的幼儿，带动

小一点的幼儿参与到安全教育活动中，接受不同的安全知识观

念。如，户外荡秋千活动中，加强混龄活动的组织，年长的

幼儿能做好示范，教师要提出具象化的问题，引导幼儿讨论，

提升意识。如，“如果荡秋千很开心，能不能松开双手拍手

呢？”这些问题从突发情况、安全注意等角度分析，大一点的

幼儿可把自己的参考意见告诉年幼的幼儿。这种混龄活动有利于

提升幼儿的感悟，通过不断地直接感知，日积月累，这些安全

意识也会渗透到观念中。

2　情境演绎，加强感受

安全是幼儿健康成长和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基础，进行安

全强化教育时要注重方式方法，要易于接受，更好培养幼儿的安

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例如，模拟厨房灭火的情境，让幼

儿快速掌握正确的灭火方法。借助相关道具，模拟厨房做饭的场

景，中途接电话，没及时关火，导致火势越烧越旺，此时用水灭

火，但火势不减，反而有增强趋势。剧情发展到这里，幼师可稍

作停留，与幼儿互动，为什么用水灭火反而不灭更强了呢？很多

孩子对这一问题迷茫，因为用水救火是常识。如果是一般的火势，

用水灭火是可以的，但厨房灭火，由于锅里有油，用水灭火不但

不能做到隔绝，反而会助长火势。故此，厨房灭火时，切记不可

用水，要用锅盖迅速盖住，隔绝火焰。这个时候，再进行接下来

的“灭火”情境，幼儿印象会更加深刻，也要告知幼儿在此类情

况下正确的自我保护方法，加强自我保护能力。

3　要时刻渗透安全教育意识

幼儿园的主题教育活动是对幼儿进行系统安全教育的主要形

式，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去渗透安全教育。作为幼儿教师，要具备

敏锐的观察力、及时预防幼儿的危险行为，针对安全问题，要高

度重视，生命只有一次，不得我们半点放松，每周都要对发生的

安全事故进行总结记录，对未发现的隐患做出及时调整，好的地

方要借鉴学习。教师针对幼儿之间的个体差异，可进行一对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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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安全教育，例如，面对活泼好动、经常追逐打闹的幼儿，教师

要避免对班级幼儿发生磕碰的危险事故，对桌角，窗台等坚硬的

地方要进行包裹，幼儿的安全教育应同步到家庭，可以让活泼的

幼儿担任安全监督小能手，将防范磕碰危险的方法讲给同学和家

长听。有效加深了幼儿的安全意识。对发生过安全事故的地方，要

做出醒目的提示标志，以防止对幼儿造成二次伤害。幼儿形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之后，也能有效避免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

4　改变安全教育方式，确保幼儿自身安全

幼儿的安全教育只有落到实际当中才能有效的在学校和家庭

中展开。设置一些真实的体验活动，让幼儿体验不同形式的教

育活动，使其处在不同的环境中，积攒丰富的安全经验，慢慢

找出保护自己的方法，获得更多处理危险的知识，增强了活动

体验，确保了自身安全。如，在日常安全教育中故意创设带有

危险因素的活动环境，把小屋的屋顶设置成又长又尖的形状，

尽管有助于幼儿向上攀爬，但却隐藏着安全隐患。

师：“孩子们，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危险行动，看谁能最先

发现这次行动中的危险！”

教师陪同幼儿一起参加危险性的教育活动，在旁加以引导，

使幼儿都能及时发现其中的危险因素。

师：“孩子们，看谁在行动中有更多创新的玩法！”

通过组织带有危险性的活动，侧面实施安全教育，引导幼儿

主动去发现安全隐患，在增强幼儿活动体验的同时，还提升了幼

儿的安全能力。

幼儿安全活动旨在于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把生存安全教育渗透到一日生活中，为幼儿提供大量感知与实践

的机会。为幼儿提供行为范例，让他们都能够通过观察进行摸仿

学习。与此同时，借助强化法对幼儿的行为进行调整，针对不同

性质的行为采用科学合理的强化方式，让幼儿知道危险，各方面

积极配合参与到教育中来，让幼儿在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健康

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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