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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幼儿年龄小，活动欲望强烈、生活经验贫乏，

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缺乏避险意识和自救能力，因此，

增强幼儿的安全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是幼儿园的

重要任务。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教师要依托安全教育

活动空间，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开展适

宜、趣味的游戏，提高幼儿在幼儿园、家庭及社会生活

中识险避险的能力，对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帮助。

一、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的重要性

1、有利于引发幼儿对安全知识的兴趣

幼儿园阶段的幼儿，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强烈的好奇

心，他们喜欢这儿摸摸，那儿玩玩，对所有的事物知之

甚少，自主学习的能力相对较差。在幼儿园，如果教师

将安全教育运用游戏的方式融入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

那么一定会引发幼儿对安全知识的兴趣，使安全教育效

果事半功倍。

2、有利于加深幼儿生活经验的积累

幼儿年龄小，是家中的小宝贝，一些家庭对幼儿呵

护有加，保护过度，导致幼儿缺乏生活实践，对安全知

识的相关认识不足。在幼儿园，通过各种活动，让幼儿

亲身参与、体验一些安全活动，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

增强自身保护意识，能为幼儿将来的生活和发展奠定良

好的基础。

3、有利于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身边

的危险无时不在，很多时候令成人防不胜防，此时，让

幼儿掌握一些安全自救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就显得

尤为重要。在幼儿园，用幼儿喜欢的游戏让幼儿了解一

些安全知识，逐步学会如何保护自己，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渔，可以保障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二、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重特色发展，轻安全教育

游戏精神引领下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的实施策略
□ 田卫平（湖北省荆州市实验幼儿园， 湖北  荆州  434020）

【摘要】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实施的目的在于增强幼儿安全意识，让幼儿了解安全知识，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

能力。本文介绍了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的重要性，从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通过实施“游戏精神”

融合安全教育的策略，让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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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具有弥漫性特点，涉及方面多，

落实难度大，同时安全教育的成效具有延迟性特点，是

一项长期的教育，效果并没有那么容易显现。而绘画、

音乐、舞蹈等特色内容的学习简单易操作，成效快，幼

儿园为追求办园成绩，出现“重特色”的现象，在一日

活动的时间安排上出现特色课程时间过长而安全活动时

间不足的现象。同时，教师担心幼儿发生意外事故，压

缩幼儿户外活动时间，限制幼儿活动自由，减少幼儿外

出春游、参观等，对幼儿过度保护，造成幼儿安全意识

薄弱、自护能力较差，幼儿园安全事故频发。

2、重理论知识，轻活动实践

幼儿园在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时，多采用集体教学

形式，以说教为主，忽视安全教育的实践活动和游戏活

动，这种灌输式的被动教育，违背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身

心发展规律，其效果可想而知。

3、重表演形式，轻活动实效

皮亚杰认为，幼儿的行为是通过主动建构而内化到

自己的认知结构中的。这就要求幼儿园的安全教育要为

幼儿提供更多的、真实的学习和活动机会。然而在现实

生活中，幼儿园制订的各类应急应对预案，多是事前安

排，听到警报声紧急撤退，幼儿排队到操场，这种安全

演练表演性强，大多数幼儿只是觉得好玩，而实际效果

却不佳。

三、游戏精神引领下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实施策略

我园为了提高安全教育的有效性，从幼儿视角出发，

将游戏精神融汇于安全教育活动中，使幼儿体验到自由

平等、愉悦创造、主动探索的精神。在安全教育中，教

师需要激发幼儿主动学习安全教育知识的热情，鼓励幼

儿自主尝试与发现，在游戏中获得成功与满足，促进幼

儿安全行为习惯的形成。

1、在润物无声的环境中生活，了解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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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也是直观的教育方

法，教师要充分利用环境资源来渗透安全教育，发挥环

境“润物细无声”的功能。

一是精心挑选室内外场景，这些场景是孩子生活中

经常去的地方，是容易忽视安全的时刻。比如入离园的

方砖通道，户外活动时的大型玩具，户外场地上有洞、

有缝的地方，走廊、楼梯，室内盥洗间，玩具柜，活动

室转角处，提供剪刀的美工区等。

二是设置安全标志。在挑选出的室内外场景中布置

各种各样的安全标志，在丰富幼儿的安全常识时，提醒

幼儿注意安全。比如在来离园通道标明箭头或者在走廊、

楼梯上贴上小脚丫，让幼儿知道根据箭头、小脚丫方向

靠右行走；在户外玩具上标明安全标志和正确玩法图示，

玩具柜贴上“禁止攀爬”标志，在墙角处标明“慢行”

标志，室内盥洗室贴上“注意滑倒”警示标识等。再如，

把幼儿园户外通道装上交通标志站牌，幼儿在来园、离

园时按交通标志行走。这些都可以让幼儿在一日生活中

轻松、自然地认识各种安全标记。

三是创设活动情景。通过图片、照片、绘画、实物

等布置走廊、主题墙或活动区角，鼓励中大班幼儿参与

设计制作。如，在走廊、过道悬挂幼儿涂色或绘画的交

通标志，提供脚踏小车，幼儿可以在走廊、过道玩

“安全岛”的游戏；在活动室的主题墙上制作了“红

绿灯”“认识消防车”“地震小常识”等墙饰；在活动

区角创设身体部位操作图、电话亭等，让幼儿通过实际

操作了解身体要当心的地方，知道遇到生病、坏人、火

警等怎样打电话。

四是充分利用空间。楼梯墙面或围墙布置一些幼儿

自制的安全防护知识图片或者安全宣传画，配上大班幼

儿的图文说明，幼儿兴趣浓厚，自发地去观看、欣赏、

讨论，自然而然地了解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2、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学习，提高安全意识

幼儿园安全教育应该让幼儿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技

能，教师应围绕幼儿生活，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开展多

种形式的安全教育活动。

（1）精选活动内容

在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中，依据因材施教的原则，

安全教育内容应根据幼儿不同的年龄段和幼儿发展水平

进行挑选。如，小班安全活动内容《我的幼儿园》、《过

马路》、《不跟陌生人走》、《打针我不怕》、《我会

玩》等，让幼儿知道幼儿园、班级和老师的名称；懂得

不到马路上玩耍，没成人带领不自己过马路；知道不随

便接受和吃陌生人的东西，不与陌生人说话，不跟陌生

人走；乐于接受预防接种，知道生病配合治疗；会用正

确的方法玩玩具和做游戏。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2）利用语言活动

每日利用晨间谈话让幼儿说一说生活中发生的安全

小故事，帮助幼儿提炼经验。幼儿喜欢念儿歌，听故事，

阅读绘本，选择有安全教育内容的儿歌、故事能更好地

帮助幼儿掌握安全知识。我们创编了《关节歌》、《快

乐玩、安全伴》、《一日活动安全歌》、《走失了怎么

办》等儿歌，涵盖幼儿生理、心理以及社会交往中的多

方面内容，在一日活动各个环节中播放，幼儿在朗朗上

口的儿歌声中不仅学会了儿歌，而且提髙了安全意识，

养成了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故事《离群的小鸡》、《我

知道》、《母鸡萝丝去散步》，《我们的身体》、《流

血了怎么办》，使幼儿从故事中懂得了一些安全小知识，

同时还学会了自救的本领。

（3）结合媒体案例

一些安全事件是无法重现的，仅仅用语言描述不能

让幼儿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告诫幼儿“玩火很危险”，

我们通过电视、互联网等收集有关火灾事故方面的小视

频、动画片，经常播给幼儿看，讲给幼儿听，并与幼儿

一起了解事故原因及危害，共同寻找预防的方法。在看

到新闻播报某地遭受洪水灾害后，我们开展了“自然灾

害来了怎么办”的主题活动，活动包括“洪水来了”、

“房子被水淹了怎么办”、“洪水来了往哪里跑”等内

容。并组织幼儿讨论：“洪水来之前有什么现象？洪水

来了怎么办？准备急救箱”等帮助幼儿在已有经验的基

础上，进一步学习在灾害中的一些自救常识。

（4）参与安全管理

针对中大班幼儿，我们开展“安全小卫士”活动，

让幼儿在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中运用安全教育知识。活

动中，教师和幼儿一起讨论“幼儿园里有哪些危险？小

朋友的哪些行为是危险的？我们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在讨论的过程中由幼儿制定安全规则并配上安全标识。

比如，活动室内由幼儿讨论后制订“我们的约定”、“小

餐厅安全规则”、“木工坊安全规则”等安全规则，在

需要排队的地方粘贴小红点，在插座处设置红色小手禁

止标识，这些可爱的小标识，既美观又能强化幼儿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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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识。

3、在轻松有趣的游戏中体验，培养良好习惯

幼儿获得经验的主要方式是游戏。让幼儿在游戏中

发现安全问题、解决安全问题，不仅让幼儿主动获得

避险自救方法，同时也会让幼儿增强自信心，充满成

功感。

（1）区域游戏中学习安全知识

区域游戏是幼儿最感兴趣的活动，在游戏中渗透安

全教育内容，幼儿能轻松愉快地掌握安全知识。例如幼

儿在玩角色游戏时，教师有意识地设计“超市里与妈妈

走散了”、“找售货员求助”、“记住父母的电话号码”

等游戏情节，然后让幼儿表演在公园、马路与爸爸妈妈

走失后的情景，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创设交通安全

岛，组织幼儿扮演警察、行人、骑车人、开车人等，

开展游戏，让幼儿掌握交通规则；美工区正确使用小剪

刀；在茶餐厅里学习自己泡茶，防止烫伤，正确使用小

刀切水果等。在《去旅行》中让幼儿扮演角色，创设情

景：我们一起去旅行，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怎样乘坐

交通工具最安全？膝盖摔伤了怎么办？想看电视怎样插

插座？吃滚烫的食物时要注意什么？遇到凶恶的大狗怎

么办？孩子们在游戏中互相讨论，积极发言，在亲身体

验中掌握了安全知识，培养了良好习惯。

（2）体育游戏中训练自护技能

我们在户外自主游戏中提供木梯、轮胎、龙凳、木

板等低结构材料，让幼儿自由组合，学习合作，挑战困

难，幼儿在游戏中学会怎样规避危险，与人合作，增强

了体质，为健康成长打下了基础。在体育游戏中设计有

挑战的游戏，如让幼儿尝试钻山洞、从高处往下跳、负

重爬过爬网、攀登轮胎山、翻越小栏杆等演习自救技能。

通过“贴人”、“进攻与防守”、“小青蛙跳”、“小

斗士”等有趣的游戏，增强追逐、躲闪等快速反应能力。

经过训练的幼儿有充足的经验准备，面临危险情境时，

他们自救逃生的成功机率会大大增加。

（3）情境游戏中体验应对方法

教师创设模拟意外或灾难的特定情境，让幼儿设想、

体验正确应对方法。例如开展特色情景模拟活动“咬人

的电”、“地震逃生”、“雷雨天”、“电影院失火了”

等等。在“地震逃生”开始前，幼儿先了解地震小常识，

游戏中，教师在旁边提醒幼儿如何逃生，先让幼儿在室

内找到安全三角区抱头蹲下或抱头蜷起身体侧躺，待地

震平静间隙迅速钻过铁圈，滚过地垫，最后能够安全逃

到空旷的操场上，精彩的体验过程让幼儿在结束时仍在

积极讨论自己的感受，教师借此机会与孩子们一起交流

地震逃生的正确方法。这种真实的情境游戏让幼儿印象

深刻，丰富了幼儿的生活经验，提高了遇到危险的自救

能力。

4、在未雨绸缪的演习中实践，强化自护能力

每学期开展常态化的模拟演习活动，教师通过组织

模拟演习活动，使幼儿在突发情况下掌握保护自己的方

法。幼儿园突发事件种类繁多，常见的突发事件可用三

种应对策略：疏、躲、静。以哨声和手势作为应对策略

的信号，疏的信号为三声连续的短促音，手势是教师面

向幼儿，一只手指向疏散出口或方向，另一只手快速摆

动；躲的信号为一声长音后紧跟一声短促音，手势是双

手迭加在头顶上方，像房子的房顶；静的信号为一声长

音，手势是左手捂住嘴巴，右手放在左手前面，双手呈

十字交叉状。变突击为日常的模拟演习活动，让幼儿在

突发状况下能从容不迫，正确保护自己，迅速有序逃生。

在游戏精神引领下的安全教育活动中，教师提供给

幼儿宽松自由的环境，让幼儿得到真切感受和体验的机

会，幼儿享有充分尊重与自由，愉悦地参与安全教育活

动，在实践中感知、操作、领悟，增强自身安全意识，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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