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食物的旅行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大班食物的旅行教学反思篇一

上完这节课，感想颇多。饮食时注意均衡营养，学生在生活
中并不太熟悉，学完了知识后，学生由衷地发出了感叹“原
来食物营养也有那么多的科学知识呀！”课后，我除了对本
课教学环节，学生活动安排进行反思之外，最多的还是对如
何让教学服务于生活，如何让生活走进科学课堂的'反思。科
学教学与生活是密切联系的。在传授科学知识和训练科学能
力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注入生活内容，在参与关心学生生
活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知识为自己生活服务。这
样的设计，不仅贴近学生的生活水平，符合学生的需要心理，
而且也给学生留有一些瑕想和期盼，使他们将科学知识和实
际生活联系得更紧密。让科学教学充满生活气息和时代色彩，
真正调动起学生学习科学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自主创新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班食物的旅行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五年级的健康教育课内容是“预防食物中毒”，我问孩
子们最近发生了一件关于食物中毒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孩子
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奶粉事件。可见这件事造成的影响有多
大。今天的课堂气氛异常活跃，孩子们纷纷说出自己所知道
的能引起食物中毒的食物（霉变的食物、有农药的蔬菜、瓜
果、没炒熟的四季豆、豆浆、发芽的花生土豆等等），而且
还能说出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中有个孩子还告诉我



说，她家的亲戚是做咸菜生意的，为了不让咸菜不变质，在
里面加了一种化学添加剂，由此可见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还
是很善于观察的。还有的说有些偏方治病需要生吃青蛙，结
果并没治好，反而得了寄生虫病（双槽蚴），在此不失时机
的又对孩子们进行保护动物的教育（青蛙的哀鸣，犹如婴儿
哭声。为人者皆痛惜自己的孩子，又何忍剥蛙的皮，吃蛙的
肉呢？何况它是人类稻谷的守护者，又是农家有益的小动物，
伤其生命的同时又损害自己，现代的文明人怎会再下箸？）
总之感觉孩子们的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尤其是张秋恒同学，
像个小博士。有孩子提问他都能回答，真棒！

大班食物的旅行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的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体验如果遭遇意外伤害，自己和
家人经历的痛苦和烦恼。学习防范意外伤害的基本方法，进
一步发展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知道受伤后，在成人不在
的时候，怎样处理简单的意外伤害事故。

在本课的教学活动中，教师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变成为儿
童活动的指导者、支持者和合作者，努力创设适宜的活动环
境与条件，灵活多样地选用教学活动和组织形式，结合实际
培养儿童的品德和习惯。儿童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形成、知识
和能力的发展、经验的积累，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教学
后安排了办一期《自我保护》的手抄报，既让学生丰富了知
识，又将课堂的知识带到生活中作为指导检验。当学生们在
生活中获得更多知识时，又将这些知识带入课堂丰富学习。
这点充分体现了《新课标》的指导思想：品德课来源于生活，
通过交流、分析、演示、讨论、判断、评价等多种手段，将
生活范例上升为理论、经验后又去检验学生生活。帮助学生
获得彼此联系的、不断深化的经验和体验。教师善于从儿童
的生活中敏锐地捕捉有价值的课题，开展儿童喜欢的活动，
课堂模拟情景使学生在主动积极的参与中，生活得到充实，
情感得到熏陶，品德得到发展，价值判断得到初步的培养。
学生通过个例分析、图片讲解，明白如何避免伤害；防范意



外伤害的基本方法；进一步发展自我保护的意识与技能；学
会了救护小常识。

大班食物的旅行教学反思篇四

教材分析：

该节内容是教科版《科学》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二课，在
学生了解了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丰富多样的食物后，开始思
考人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食物？食物到底给人的生长发育及生
命活动提供了什么？所以这节课对于第一课《一天的食物》
以及第三课《营养要均衡》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帮
助学生建立自身需求与食物、食物与营养有着重要的教育意
义。

学情分析：

对于食物，学生在以往的生活学习中已有较多的体验，知道
大量的食物，也知道食物中含有营养以及营养对身体健康的
相关影响，但是对一般的六大营养成分了解并不全面，更没
有深入思考营养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怎么检验食物中是否含有
哪种营养成分。

教学目标：

1.人体所需营养来自食物；

2.人体维持健康所需营养包含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
矿物质、水六大类；

3.能尝试通过自己的分析、推理、实验检验食物中含有的营
养成分；

4.逐步了解没有一种食物包含所有的营养，初步渗透合理、



全面选择食物的生活态度，同时激发进一步研究食物、营养
的探究兴趣。

教学重点：

如何引导学生了解维持人体健康的六大营养成分及其作用。

教学难点：

通过适合四年级学生的探究方法检验食物中的营养。

教学准备：

馒头、淀粉、滴管、碘液、玻璃皿、棉签、白纸、花生、食
用油、肥肉、记录单、课件。

教学过程：

1.同学们，请看屏幕，这是我们四班昨天三餐所吃的食物，
丰富多样，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种食
物呢？（直接导入，初步了解学生对食物以及营养的认识）

2.食物能给我们提供营养，那你知道我们人体维持健康都需
要哪些营养成分呢？（首先关注人体营养需求，引导学生充
分描述，逐一板书，小结：大家很了不起，了解了这么多关
于营养方面的知识，还有这些物质也被称为营养成分，我们
一起来了解。补充学生没有提到的，一起分析，全面认识六
大营养成分。）

3.同学们，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健康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作
用呢？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阅读资料，请你仔细阅读，将
你不熟悉的营养成分做好标记，看看有哪些新的发现？大家
说说，你对人体所需营养又有了哪些新的认识？（通过阅读
资料，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各营养成分的认识和了解，人体六



大营养成分分别做成课件，学生交流完后再呈现，以补充学
生有没说到不完善的地方和进一步加深印象）

4.请大家回到屏幕，我们昨天一天所吃食物是否含有人体所
需的全部营养呢？为什么？（小组讨论，看看昨天所吃食物
都提供了哪些营养，简单介绍根据，粘贴各食物名称）刚才
是大家的猜测和判断，能想到哪些方式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否
正确呢？（查阅资料、请教老师、做实验……）大家想不想
亲自当一回营养师，用实验来检测食物中的营养？（激发学
生探究食物营养兴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检测食物中是否
含有脂肪以及淀粉？（出示任务单，能看明白怎么操作吗？
一起分析，肥肉、花生、黄瓜；淀粉、馒头、面包实验指导：
对比分析法介绍）

5.同学们，通过刚才的实验，你们看到了什么现象？能够得
出什么结论？（学生汇报），那么肥肉、花生里是否只含有
脂肪呢？馒头、面包里是否只含有淀粉呢？（不一定，怎么
办？进一步查阅资料）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通过营养机构
鉴定的'食物卡，请大家仔细阅读，看看你有没有新的发现。

6.通过阅读，我们对食物中的营养又多了哪些认识呢？谁来
说一说？重新回到食物分类卡，（在这里要注意请每个组根
据食物卡给食物的营养成分重新正确分类，重新正确摆放呈
现出来，并且请老师做出评价）纠正开始的偏差思考，问题
一：有没有一种食物含有多种营养？问题二：有没有一种食
物含有所有的营养？这能给你选择食物带来什么启示呢？）

7.选择食物时，不能只选择一种或者某几种，而要选择丰富
多样的食物，同学们，难怪我们一天需要吃这么多种食物，
原来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8.同学们，今天我们研究食物中的营养，还只是涉及食物营
养的冰山一角，希望大家课后继续研究，指导自己更加科学
合理选择食物！



板书设计：

大班食物的旅行教学反思篇五

第一部分导入。以谈话的形式导入课题。

第二部分利用课件引出六种营养，讲述每种营养所富含的营
养及其作用。

第三部分让学生通过实验的方法辨别食物中的脂肪和淀粉。
第四部分让学生通过填写表格来了解均衡膳食的重要性。以
下是本堂课的几个不足之处。

1、整堂课讲的太多了，有些问题也问的不到位，学生回答问
题的不多，没有体现学生探究的热情。

2、在第二个环节“食物中含有哪些营养及其作用”中，提出
的问题“哪些食物含某种营养？”，学生对这样的问题回答
的比较少，因此学生对某种食物含哪些营养的掌握的不扎实，
以致于学生在第四个环节填写“食物含哪些营养中”遇到了
一些困难。

3、在做第一个实验“辨别食物中的脂肪”中，用到的材料
有“花生”，学生在白纸上挤压花生时，很困难，应该把它
换成其他的食物，像“松子”。

4、在第二个实验“辨别食物中的淀粉”中，在提到“碘酒”
这种化学物质时，应该提到一点，碘酒当它浓度很高的时候，
遇到淀粉就要变成近似黑色。

5、学生在第一个实验做完后，紧接着做第二个实验，有些单
调，整节课的结构应该稍做处理。在第二环节讲到糖类时，
就马上引出实验“辨别食物中的淀粉”，这样的过度应该不
是很生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