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模
板10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教学目的：1、使学生认识合理营养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2、
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一份合理的食谱。3、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使学生从中体会运用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成功与喜悦。

教学重点和难点重点：认识合理营养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难点：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合理的食谱。

资料

2、搜集与合理膳食和食品安全有关的资料和信息。

课时安排：1课时

合理营养

师：调查班级的早餐用餐情况。学生谈谈什么样的早餐才是
营养早餐。

生：讨论交流中。

通过上面几幅图片，可以知道营养均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对能量和营养的要求比较



高，所以要多吃各种食物，不能挑食偏食。

营养学家将每天摄取的食物进行分类，并按照需求的比例画
出中国居民的“平衡膳食宝塔”。请你根据该图按实际情况
设计出处青少年的营养早餐和你家人的午餐。

各小组同学制定适合青春期学生的营养食谱。各小组的发言
人在全班宣布本小组的营养食谱。

早餐是金，吃好;面包牛奶加鸡蛋。中餐是银，吃饱;一荤两
素三碗饭。晚餐是铜，吃少。)

食品安全

学生分别在组内和班内交流自己所搜集的有关食品安全的资
料和信息。

一、怎样购买安全食品

师：食品安全确实重要，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购买有外包装的
食品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大家拿出带来的食品包装进
行讨论交流。

生：阅读食品包装盒上的内容，分组讨论，推举小组代表发
言。

生：购买包装食品，应注意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生
产厂家、厂址、营养成分是否合理、是否含有防腐剂、添加
剂，还要看是否有“食品安全”标志。

师：大家观察得非常仔细，连是否有“食品安全”标志都注
意到了。非常好。但假如我们购买的食品没有包装，我们该
怎么办呢?如猪肉、鱼、蔬菜等等。

生：就课前询问了解的常识进行组间交流。



生：买肉时，先看是否盖有检疫部门的印章;瘦肉颜色是否鲜
红;再用手握一下肉，如果手湿了，说明猪肉被灌了很多水。
买鱼要挑选游动灵活、鳞甲完整并且没有污物附着的。蔬菜
则先看其颜色是否新鲜，再用手摸一摸是否硬挺，就知道它
的新鲜程度了。

二、使用安全卫生的环保袋装食物。学生展示收集的黑、白
色塑料袋和环保塑料袋，并分析塑料袋对环境的污染。

三、预防食物中毒

师：菜买回来了，就该开始烹调了。这个过程对食品安全而
言同样重要。怎样做才能更好地预防食物中毒呢?下面我们来
听听大家的建议。

师：大家分析的很深刻。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质量，要想保证食品对人体无害，应该正本清源，从整治环
境，保护环境开始。比如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绿色食品等等。
你想了解绿色食品吗?请阅读教材39页有关资料。

生：阅读，思考，了解绿色食品的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

师：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病从口入”，食品安全关系
着每一个人民，我们应当了解相关的常识，用科学知识指导
我们健康地生活。

作业：处于青春期的你，为自己设计一份营养的早餐食谱，
同时结合父母亲的身体状况，给他们设计一份丰盛的午餐食
谱。并说说你这样设计的理由。

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1、了解生活中的食品安全消费的常识。



2、知道保健食品和药品的不同，以及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
知识。

1.四人小组讨论：你知道哪些关于食品安全消费方面的知识?

2.推荐一人进行发言，师相机点评。

3.给优胜队颁发小礼品。

1、正确选择食品的购买场所。最好到具有经营资格、信誉好
的商场或连锁店去购买。

2、注意食品包装标识是否齐全。按照国家规定，食品外包装
上必须标明商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电话、
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准号等内容。

3、注意选购已获得国家认证的并标注有绿色食品、“qs”(食品
安全认证)等标志的食品。国家针对绿色食品实行绿色食品使
用标志，从2004年4月1日起，对米、面、食用油、酱油、醋
五类食品实行市场准入，要求此五类食品必须通过“qs”认证，
并在外包装上加贴“qs”标志及准入证号，才能上市销售。

4、注意查看食品的生产日期和失效日期。尤其是食品，不仅
要查看有效期，更应认真查看是否临近失效日期。

5、购买散装食品，除了要选择标签标注齐全、规范，保质期、
生产日期标注真实外，更应注意查看是否有改动迹象。

6、注意食品的色泽。不要过份追求食品的外观过于鲜艳、好
看，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环节越多，添加的成分越多，越容易
带来污染。

7、注意保健食品的适用范围。做到科学食用，不要盲目跟风，
作为保健食品只适用于特定人群，有调解身体机能的作用。



因此在选购保健食品时一定要仔细看使用说明书，看有无禁
忌，同时还应注意保健食品是食品而不是药品，不能把保健
食品当做药品来服用，以免影响及时正常就医。

8、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擦亮双眼，，做到理智消费，科学选
购。在购买食品时要注意索要保存购物凭证，出现问题后以
便投诉举证，如发现购买到假冒伪劣、过期、变质食品，要
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或到各地消费者协会投诉，以保护自身
合法权益。

食品安全真重要

食品安全真重要，病从口入危害大。良好习惯要养成，食品
挑选切注意。

“三无”食品莫食用，有害物质在其中。小摊小贩莫相信，
卫生更是谈不上。

过期食品切注意，吃了危害大又大。变质食品切分清，中毒
机率高又高。

油炸腌制要少吃，健康危害正面临。饮料、冷饮要节制，损
害牙齿的健康

此次活动同学们积极参与，知道了不少关于食品安全消费的
常识，那么在此之后，请同学们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思想，切实做起来，做一个有知识的健康人!

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1、知道食品卫生与饮食安全相关知识。

2、了解一些食品方面的安全。



以问答竞赛游戏为形式，分竞赛小组为单位。

1、让学生查阅食品卫生方面的资料，以备小组交流，做好参
赛准备。

2、黑板上书写“食品安全知识竞赛”八个美术字。

（一）宣布“食品安全主题班会“开始，宣读竞赛规则。

喜欢零食是孩子的天性，但往往在吃得高兴的同时却忘记要
看看食品是否过期，是否变质，因此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安全
隐患。请同学们在享受零食时记住要吃安全放心的.食品。

1、预防食物中毒，首先要讲究个人卫生，做到勤洗澡、勤洗
衣服、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换床单和被盖（一月一次）。

2、保持教室、环境的清洁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不暴饮
暴食的良好习惯。

3、做到"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吃不洁瓜果、不吃腐败
变质食物、不吃未经高温处理的饭菜、不喝生水、不吃零食。

4、要从食品标签上注意识别食品质量，选择安全的食品是把住
“病从口入”的第一关。

（二）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知识竞赛。（必答题）

大家按小组进行各轮比赛，下面开始第一回合的比赛。这个
回合是必答题，每道题目都有4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正确。
每个小组回答一道题目，答对加一分，答错不扣分。

1、绿色食品指什么食品？（c）

a、蔬菜和水果



b、绿颜色的食品

c、安全无污染食品

d有丰富营养价值的食品

2、哪些食物不能一起吃？（a）

a、豆腐和菠菜

b、葡萄和苹果

c、面包和牛奶

d、馒头和豆浆

主持人：好了，第一回合的比赛就到此结束，看来战况还满
激烈喔！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比分。

（三）抢答题

这一轮的比赛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回答，同学们只要回答是或
不是、能或不能。在我问完题目后，就可以回答。

1、发霉的花生能吃吗？（不能）

2、油炸的食物是不是可以常吃？（不是）

3、方便面是不是可以作为主食？（不是）

4、我们是不是可以天天吃快餐？（不能）

5、能空腹喝牛奶吗？（不能）



（五）《食品卫生安全童谣》（大家一边拍手一边念）。

食品安全真重要，病从口入危害大。良好习惯要养成，食品
挑选切注意。

“三无”食品莫食用，有害物质在其中。小摊小贩莫相信，
卫生更是谈不上。

过期食品切注意，吃了危害大又大。变质食品切分清，中毒
机率高又高。

油炸腌制要少吃，健康危害正面临。饮料、冷饮要节制，损
害牙齿的健康。

（六）老师小结

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因为它关系到
我们的身心健康问题。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要
引起注意，如果忽略了这项，其后果不堪设想。

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教育目的：

1、使学生了解食品污染的知识，使学生了解食品中毒的知识。

2、学生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及预防措施。

教育重点：

对食品污染和中毒的预防

授课内容：

一、食品污染



食品污染是怎么回事？食品（食物）从其作物生长到收获、
采摘，从生产加工、运输、贮存、销售直到食用前的每个环
节中，由于各种条件，多方因素的作用及影响，使原来无毒
无害的食品，混进了某些有毒有害的物质，降低了食品的营
养价值和卫生质量，人吃了这样的食品就能对人体健康带来
不同程度的危害，这叫食品污染。

二、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是人吃了有毒食物所引起的一类急性疾病的总称。

（一）细菌性食物中毒

细菌性食物中毒，主要发生于温度较高的夏秋季，因为这个
时期的气温适合病原菌增殖和产毒，致使病原菌污染食品而
发生中毒。动物性食物引起中毒表现为发热、头痛、头晕、
食欲不振，继而出现恶心、呕吐、腹泻一日可达7－8次，发
烧38－40℃。严重者血压下降抽风、昏迷、重症病人可因心
衰、肾衰导致死亡。

预防：加工肉类制品时必须生熟食品分开，保存时要低温贮
藏或用盐腌煮肉时肉块不应超过2公斤，厚度不超过8公分，
煮沸3小时以上，蛋类要煮沸10分钟以上。前一餐剩下的食物
一定要回锅加热后再食用。

（二）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

1、豆角中毒

一般豆角不中毒，但食用没熟透的豆角能引起中毒，原因可
能与豆角中含有红细胞凝集素没被加热破坏有关。豆角中毒
潜伏期短，最快食后10分钟发病，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
腹泻、头痛、头晕，有的出现胸闷，出冷汗，四肢麻木等。



预防措施：菜豆宜炖食，加工时间要长，可使毒破坏，切不
能急炒，更不宜凉拌。

2、芽土豆中毒、毒蘑菇中毒

（三）化学性食物中毒

1、蔬菜不新鲜，腐烂变质时可能产生亚硝酸盐中毒。蔬菜在
腌制过程中也能产生亚硝酸盐。制作熟食加过量的发色剂，
亚硝酸盐过量引起中毒。

2、有机磷农药中毒

那么怎样预防食物中毒呢？

1、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良的个人卫生
习惯会把致病菌从人体带到食物上去。

2、选择新鲜和安全的食品。

3、食品在食用前要彻底清洁。

4、尽量不吃剩饭菜。

5、不吃霉变的粮食、甘蔗、花生米，其中的霉菌毒素会引起
中毒。

6、警惕误食有毒有害物质引起中毒。

7、不到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小摊贩处购买食物。

8、饮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不喝生水或不洁净的水。



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1、知道食物含有的主要营养成分以及人需要的营养成分主要
来自食物。

2、增强好好吃早餐、多喝水和良好的烹饪时好习惯的意识。

3、了解健康标志士什么，知道安全饮食的常识。

4、培养关注自己饮食健康的责任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知道如何健康饮食?

培养关注自己饮食健康的责任感。

1、讨论：小朋友，在你的印象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健康
的?(学生各抒己见)

1、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
心、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生活中仍然有许多
事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重。下
面请听一个故事。(故事大概内容：一位小朋友每天早上总喜
欢睡懒觉，怕上学迟到又没有时间吃早饭，结果才上了第一
节课肚子就开始饿得受不了，更别提上课认真听讲了。)

2、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后，有什么话想说?

早餐对我们有多重要呢?

身体缺水时，新陈代谢大大减慢。所以，人必须及时补充水
分。要使人体储备足够的水分，你应该每天喝两升水。这包
括喝白开水，或在早餐时喝牛奶、下午休息时喝橙汁、晚饭
时喝汤等等。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水呢?因为一天下来你会不知不觉地失去
两升水的储备。其中，大约有一升水是通过排尿排出体外。
另外一升水是通过汗和呼吸排出体外。

不过，即使你吃的是固体食物，你也有可能吸收了同样的水
分。比如，多吃水果、蔬菜、鱼、蛋和面包，也能补充一些
水分。

零食对任何人都有诱惑力，不吃零食很难做到。如果我们合
理选择零食，把握好进食的时间，吃点零食对健康也有好处。
有些零食含有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素，因此，可以适当吃一
点零食。平常我们各异的零食具有不同的功能：

花生：花生中富含维生素b2,多吃些花生，有助于防治口唇干
裂、您现在正在睛发红发痒以及脂溢性皮炎等多种疾病。

核桃：核桃中含有丰富的生长素，能使指甲坚固，不易开裂。
同时，核桃中富含植物蛋白，能促进指甲的生长。

葵花籽：葵花籽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其中亚油酸的含量尤为丰富。亚油酸有助于保持皮肤细嫩，
防止皮肤干燥和生成色斑。

无花果：无花果中含有类似阿司匹林的化学特质，可稀释血
液的流动，从而使大脑量充足。

奶糖：奶糖含糖、钙，适当进食能补充大脑能量，令人神清
气爽，皮肤润泽。

吃零食最好在两顿饭之间，不要在接近正餐的时间吃。临睡
钱和看电视时吃，都不是好习惯。零食就是零碎食物，因此，
不能吃得太多，只能作为生活的调味品，更不能影响正餐的
食欲。



良好的烹调能减少食物营养损失;不恰当的烹调，会大大降低
食品中的营养含量。比如，有些烹调法损失会损失食物中的
维生素，而换一种烹调法能使维生素较好地保留下来。

煮：煮过的蔬菜，会损失百分之七十的水溶性维生素，b族维
生素和维生素c。

蒸：蒸比煮，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成分，但仍会损失百分之
三十的水溶性维生素。

微波加热：如果使用较少的水，微波加热能保留部分的水溶
性营养成分。

烘和烤：烘烤的高温，会损失维生素c。烘烤家禽类食品，需
要彻底烤透。

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六

1.使学生认识合理营养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2.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一份适合自己的合理食谱。

3.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使学生从中体会运
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功与喜悦。

重点：认识合理营养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难点：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合理的食谱

教师：搜集关于青少年生长发育现状问题、中日青少年身高
比较结果、牛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什么是营养配餐等资料。

学生：



1.分成小组，选出发言人。

2.搜集与合理膳食和食品安全有关的资料和信息。

1.学生阅读教师提供的资料，分小组讨论资料后的相关问题。

2.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全班的交流和总结。

3.学生分别在组内和班内交流自己所搜集的有关合理膳食和
食品安全的资料和信息。

4.各小组同学制定适合青春期学生的营养食谱。

5.各小组的发言人在全班宣布本小组的营养食谱。

教师：现在许多学校中午为同学们配送营养午餐，但是一些
同学少吃或不吃学校配送的午餐，而吃方便面或是汉堡包，
更有部分同学到校外的肯德基、麦当劳去吃洋快餐。这种饮
食结构是否合理?对同学们的生长发育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让
我们一起来阅读几个资料。

学生：阅读资料，小组讨论思考题。

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七

1、了解合理的饮食营养结构。

2、为自己设计营养菜谱。

1、你最喜欢吃什么？（幼儿自由发言）

2、你觉得哪些东西应该多吃，哪些应该少吃？怎样最合适？

3、每天吃的东西就像宝塔一样，最底层的要多吃，最上面一
层要尽量少吃。（观看示意图）



4、吃的最多的应该是什么？（米饭、馒头、面包等）这些是
粗粮做的食物，吃了就会有力气。

5、排在第二的是什么？（蔬菜、水果）

6、接下来又是什么？（牛奶、鸡蛋、鱼肉不能吃太多）

7、吃的最少的是什么？（油炸食品、碳酸饮料等）

8、小结：看了营养宝塔，我们知道了哪些应该多吃，应该有
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

9、延伸活动：

在区角活动里为自己设计一份食谱。

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八

1、知道食品卫生与饮食安全相关知识。

2、了解在学校注意一些食品方面的安全。

以问答竞赛游戏为形式，分竞赛小组为单位。

1.让学生查阅食品卫生方面的资料，以备小组交流，做好参
赛准备。

2.选定主持人和参赛队员，搞好舞台布置。

3.黑板上书写“食品安全知识竞赛”八个美术字。

主持人：喜欢零食是孩子的天性，但往往在吃得高兴的同时
却忘记要看看食品是否过期，是否变质，因此就存在一个很
大的安全隐患。请同学们在享受零食时记住要吃安全放心的`
食品。



1、预防食物中毒，首先要讲究个人卫生，做到勤洗澡、勤洗
衣服、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换床单和被盖(一月一次)。

2、保持教室、宿舍及环境的清洁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
不暴饮暴食的良好习惯。

3、做到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吃不洁瓜果、不吃腐败变
质食物、不吃未经高温处理的饭菜、不喝生水、不吃零食。

4、要从食品标签上注意识别食品质量，选择安全的食品是把住
“病从口入”的第一关。

主持人：下面进行第一个环节

大家按小组进行各轮比赛，第一、二组为苹果组，第三、四
组为荔枝组。下面开始第一回合的比赛。这个回合是必答题，
每道题目都有4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正确。每个小组回答一
道题目，答对加一分，答错不扣分。

1、绿色食品指什么食品?(c)

a、蔬菜和水果b、绿颜色的食品c、安全无污染食品d有丰富营
养价值的食品

2、哪些食物不能一起吃?(a)

a、豆腐和菠菜b、葡萄和苹果c、面包和牛奶d、馒头和豆浆

主持人：下面要进行第二轮的比赛，同学们加油呀!这一轮的
比赛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回答，同学们只要回答是或不是、能
或不能。在我问完题目后，就可以回答。

1、发霉的花生能吃吗?(不能)



2、油炸的食物是不是可以常吃?(不是)

3、方便面是不是可以作为主食?(不是)

4、我们是不是可以天天吃快餐?(不能)

5、能空腹喝牛奶吗?(不能)

小组讨论，并派一个代表说出你们的意见和结论。说得最好
的小组加3分，第二名加2分。

主持人：餐厅、饭店使用一次性筷子、塑料餐具利弊谈。

答：利：卫生，不易传染各种疾病。

弊：塑料餐具不易处理，造成“白色污染”。一次性筷子浪
费大量木材，长此以往，将会破坏森林，破坏生态环境。

结论：弊大于利、应停止使用。

主持人：好啦，比赛到这里结束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各组的积分。

食品安全真重要，病从口入危害大。

良好习惯要养成，食品挑选切注意。

“三无”食品莫食用，有害物质在其中。

小摊小贩莫相信，卫生更是谈不上。

过期食品切注意，吃了危害大又大。

变质食品切分清，中毒机率高又高。



油炸腌制要少吃，健康危害正面临。

饮料、冷饮要节制，损害牙齿的健康。

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九

1、各种食品包装袋及瓶、罐。

2、霉变及变质的食品若干。

3、教学挂图。

4、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帮助幼儿初步建立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1、重点：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2、难点：能够辨别食品的安全，购买健康合格产品。

1、视频（正确购买和不正确购买商品）。

2、食品包装袋若干，发霉食品与安全食品若干。

3、纸，笔，空白墙作为提示墙。

一、开始部分。谈话活动。

一个小女孩去超市买东西，请小朋友帮忙看一看她哪一次买
东西的方法是正确的。

二、基本部分。活动展开：观看两个视频，提问：哪一个视
频里的方法是正确的，为什么？（需要检查包装袋上的食品
安全标志、生产日期、保质期），观看第三个有语音的'视频，
了解包装袋上的安全信息。



1、看一看，说一说。

（1）观看图片，认识上面的安全标志、生产日期、保质期、
环保标志和识别码

（2）教师小结：它们可以告诉我们所购买的食品是不是安全
的，可不可以放心食用。在保质期内的食品是安全的，过了
保质期就坏掉了，吃了可能会生病。和爸爸妈妈去买食品，
可以提醒他们注意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许可标
志。如果你不会计算什么时候过期，可以问问身边的大人。

（3）提问：如果你在超市买到了不安全的商品，你该怎么办
呢？

教师总结：如果你发现哪个超市的商品存在安全隐患，就可
以打12315这个电话投诉他，管理超市的工商管理机构就会来
调查处理。

2、找一找。

教师出示包装袋，请三到五名幼儿上前找出这些标志，大家
验证，教师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二维码，演示给孩子看，没
有这些标志的是三无产品，我们不能购买。

3、提问：没有包装袋的食品，你怎么来辨别它的好坏呢？出
示变质和没有变质的面包，请个别幼儿通过看和闻来辨别它
们的安全。

教师小结：在吃食物之前，我们要确定食物是不是安全的，
可以先用眼睛仔细地观察一下有没有霉点，是不是变色了，
还可以用鼻子闻闻有没有奇怪的味道，比如酸味或者臭味。
如果颜色和味道改变，就说明这个食物坏掉了，不能吃了。
新鲜牛奶、豆浆在室温下不能放太久。



三、结束部分。食品安全小卫士

小朋友们已经知道了怎么样来辨别食物的安全，那你知道哪
些食物是垃圾食品，不能吃吗？现在请你当一名食品安全小
卫士，在纸上画出你知道的垃圾食品，画完后贴在我的提示
墙上，我将提示墙贴在教室，提醒大家远离这些食品。

中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班会教案篇十

大班健康活动：食物的旅行

活动背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为孩子提供的饮
食也越来越富有营养，但依然有许多家长抱怨孩子不能好好
吃饭，孩子的健康不能得到保证，原因是许多幼儿有一些不
良的饮食卫生习惯，如：不吃早饭、大量喝饮料、吃冷饮、
不定时大便等。为了使孩子们明白食物在体内消化吸收的过
程，养成良好的饮食和卫生习惯，学习保护自己的健康，我
创编了《小豆子的旅行》教材并设计了本次活动。

活动目标：

1.让幼儿了解各消化器官的功能和食物在人体内消化吸收过
程

2.学习简单的自我保护方法

3.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和卫生习惯

活动准备：

（1）电脑制作《小豆子的旅行》（或图片及小豆子旅行的故
事录音）

（2）健康知识卡片、消化图、自制健康行为棋



活动过程：

一.观看“小豆子的旅行”，了解各器官的功能

今天，有颗小豆子要到淘淘的消化器官中去旅行，它会看到
些什么，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呢？请小豆子来告诉我们。

（1）放第一段食物从口腔到食管的动画。

提问：小豆子从哪里进去？看到了什么？

（2）放第二段，了解胃的功能。

提问：胃有什么作用？

小豆子在胃里还看见了什么？

我们怎样来保护我们的胃呢？

小结：以后我们要注意，少吃冷、硬的东西，少吃零食，不
吃不干净的东西，不能吃得太饱，也不能饿坏了胃，要吃饱
早饭少喝冷饮。

（这一部分的目标是让幼儿在了解胃的功能的基础上知道不
良的饮食习惯会使胃生病。）

（3）放第三段，提问：小豆子到哪里去？（小肠）小肠有什
么用呢？

小豆子在小肠里看到些什么呢？

小豆子为什么没有从小门里出去呢？

（这一部分的目标是让幼儿知道食物没有被磨碎就不能被身
体吸收利用。）



（4）第四段录音。

提问：小豆子又到了哪里呢？

大肠里都是些什么呢？什么叫

残渣？能不能让残渣长时间在体内呢？

小结：我们小朋友要定时大便。

二.分组找顺序排图

（图略）

在观察图片基础上讨论如何保护各消化器官

例：（1）如何保护牙齿，保持牙齿的锋利。

（2）食管旁边有一把小锁，平时是关闭。如边吃饭边讲，就
会把食物呛入气管。

（3）大肠里的残渣都是些脏的东西，所以大便以后要洗手。

（这一部分的目标是通过形象的图片进一步了解各器官的功
能及消化的顺序。）

三.进行健康知识有奖抢答活动，把幼儿分成四队。

准备些图片，上面有的行为是对的，有的是错的，当教师出
示图片时马上抢答对还是错？为什么？回答得又多又对者为
优胜。

内容有：小摊下吃东西、喝酒。运动后马上喝水，饭后剧烈
运动，吃汤饱饭等。 延伸活动：玩健康行为棋，（棋谱上都
是一些生活习惯方面的内容）



防食物中毒

(一) 教学目标：

1、 指导小学生知道变质的食物有害身体健康。

2、学会辨别常见的变质食物和过期食品。

(二)情感目标：

1、 培养小朋友注重饮食健康的好习惯。

2、 对于食用变质或过期食品不赞同或进行阻止的态度。

(三)行为目标：

1、注重饮食安全，不食用变质或过期食物。

2、对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敢于制止。

教学重点：学会辨别最基本的致人中毒的食物，初步培养健
康饮食的意识。 教具准备：

1、 自制赋有童趣的食物小录像四段、幻灯四张。

2、 各小组卡-通食物头饰若干。

3、 本课所需健康食物和相应的变质食物图片，文字条幅。

教学过程：

一、 导入新课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老师一起步入小学生《防食物
中毒》专题课的学习!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长得如此



健康、强壮，食物在其中可起了很大的作用，下面我们来一
起认识一下他们吧!(播放日常食物的自制小录像，引导小朋
友们了解各种食物的营养以及作用。)

提问：小朋友们，你最喜欢小录像中的哪种食物?说说看，为
什么?(讨论发言) 板书：教师按学生答复张贴健康食物小图
片。

小结：恩，真不错，大豆富含蛋白质，可以另小朋友们营养
大脑，长的更聪明;西红柿富含维生素，可以另小朋友们增强
抵抗力;大馒头含淀粉，可以让我们长的更健康等等，他们都
有益健康。

板书：在健康食物后板书"有益健康"。

二、 讲授新课

1、 看第二段自制小录像片段《变质的豆豆》，认识如果大
豆变质了，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

提问：如果富含蛋白质的大豆变质了，我们吃下去会怎么样
呢?(讨论发言)

2、 看第三段自制小录像片段《发芽的土豆》。认识如果土
豆发芽了，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

3、 看第四段自制小录像片段《可怕的变质食物》看馒头、
青椒、过期的署条面酱、发霉的火腿面包和存放时间过长的
橘子。

提问：小朋友们，你发现了什么?录像中的小朋友吃了变质食
物后怎么样了? 板书：从健康食物的底部翻出变质食物，从
学生的讨论中总结"有害健康"。



提问：看到有人吃这样的食物，你会怎么做呢?(引导小朋友
认识到食用这些食物的危害性，以及敢于阻止不对行为的品
格。)

三、 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指导行为

1、播放辨析是非的幻灯四张。

提问：小朋友们，上述图片，你认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
错误的，要是你，你会怎样做呢?(讨论发言)

小结：看到家人或者朋友食用这样的食物，我们要及时制止，
并告诉他变质食物的危害。

2、观看小组表演，《健康家--小乐乐》。

发放食物小头饰，小朋友按小组模仿表演，教师指导小组行
为。找示范组表演，大家鼓掌欢迎。

四、总结谈话，扩展话题，提出祝愿

伴着大屏幕"健康歌"的音乐教师小结：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防食物中毒》这一课，我
们可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以后我们要谨防病从口入了，不吃
变质食物，不吃过期食品，(张贴条幅)养成健康饮食的好习
惯，好吗?恩，除了这些我们还要多锻炼身体多运动，把身体
养的壮壮的，最后，祝小朋友们身体健康，谢谢小朋友们，
再见!

活动名称：健康宝塔

活动目标：

1、了解合理的饮食营养结构。



2、为自己设计营养菜谱。

活动准备：合理膳食示意图

活动过程：

1、你最喜欢吃什么？（幼儿自由发言）

2、你觉得哪些东西应该多吃，哪些应该少吃？怎样最合适？

3、每天吃的东西就像宝塔一样，最底层的要多吃，最上面一
层要尽量少吃。（观看示意图）

4、吃的最多的应该是什么？（米饭、馒头、面包等）

这些是粗粮做的食物，吃了就会有力气。

5、排在第二的是什么？（蔬菜、水果）

6、接下来又是什么？（牛奶、鸡蛋、鱼肉不能吃太多）

7、吃的最少的是什么？（油炸食品、碳酸饮料等）

8、小结：看了营养宝塔，我们知道了哪些应该多吃，应该有
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

9、延伸活动：

在区角活动里为自己设计一份食谱。

教学目的：

1.使学生认识合理营养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2.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设计一份适合自己的合理食谱。



3.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使学生从中体会
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功与喜悦。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认识合理营养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难点：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合理的食谱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关于青少年生长发育现状问题、中日青少年身高
比较结果、牛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什么是营养配餐等资料。

学生：

1.分成小组，选出发言人。

2.搜集与合理膳食和食品安全有关的资料和信息。

教学设计：

1.学生阅读教师提供的资料，分小组讨论资料后的相关问题。

2.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全班的交流和总结。

3.学生分别在组内和班内交流自己所搜集的有关合理膳食和
食品安全的资料和信息。

4.各小组同学制定适合青春期学生的营养食谱。

5.各小组的发言人在全班宣布本小组的营养食谱。

教学过程：



教师：现在许多学校中午为同学们配送营养午餐，但是一些
同学少吃或不吃学校配送的午餐，而吃方便面或是汉堡包，
更有部分同学到校外的肯德基、麦当劳去吃洋快餐。这种饮
食结构是否合理？对同学们的生长发育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让我们一起来阅读几个资料。 学生：阅读资料，小组讨论思
考题。

资料：

1.汉堡包造就了美国严重超重超肥的一代，美国政府试图将
国民脂肪摄入量从40%降至30%，却非常困难。而目前，洋快
餐正在向我国青少年大举进攻。部分青少年偏食洋快餐，那
只是摄入了高脂肪、高糖、高热量，而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极
少。一旦形成饮食习惯，将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身体素质。

2.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仅微量营养素缺乏，对发展中国家
经济造成的损失，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据介绍，英
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将1790年至1980年间经济的增长，归功于
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消除碘、维生素a和铁的缺乏，能
提高人群平均智商10至15分。

不是。肥胖不仅不等于营养过剩，而且是营养缺乏的`主要表
现。

教学目的：

指导学生学习一些有关食品安全等知识，使学生懂得安全的
重要，在购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从而树立安全意识，
从精神上远离安全隐患，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使学生安全、
健康地成长。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生活中仍然有许多事
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成事
故。

二、谈谈食品安全要注意什么？

1、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湿、擦、搓、捧、干”，人人饭前便后不忘做，病菌不入
口。

2、路边饮食、零食拒入口，疾病远离我。

3、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不吃隔餐食品、牛奶。

4、购买眼睛、鳞片明亮有光泽、肉质有弹性、无腥臭味的鱼；
呈粉红色具弹性的肉；绝不买头、脚部以及尾扇部变黑、头
部快脱落的虾。

5、防交叉污染：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贮放；烹调时，
生、熟食分开处理，保持餐具与食器清洁。

6、禽畜类食物先除去内脏、清洗，并依每餐份量个别包装存
放冰箱；蔬菜去污、除烂叶，不以一般报纸（可用白报纸）
包裹置冰箱内，防油墨食入体内有碍健康。

三、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食品卫生习惯。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不购买“三无食品”。就
是没有商标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
有厂址的食品不能买。天气炎热，微生物繁殖迅速，食品容
易腐败变质，一旦不注意易发生食品中毒，故烹调及保存食
物时应特别注意卫生，尤其是厨房环境设施卫生、个人卫生



及食品原材料调理都要注意。

2、除了服药预防外，食疗也是方便可行的选择。一根白萝卜、
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
就能够达到增强呼吸道防护能力的作用。

四、发生身体不适怎么办？

1、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2、饮水。立即喝下大量洁净水，稀释毒素。

3、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能将胃里的食物吐出。

4、用塑料袋留好呕吐物或粪便，送医院检查，以便于诊断。

5、出现脱水症状（如皮肤起皱、心率加快等），应尽快将中
毒病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五、 小结：

喜欢零食是孩子的天性，但往往在吃得高兴的同时却忘记要
看看食品是否过期，是否变质，因此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安全
隐患。请同学们在享受零食时记住要吃安全放心的食品。

教学目标

1、增强好好吃早餐、多喝水和良好的烹饪时好习惯的意识。

3、认识事物中毒，了解健康标志是什么，知道安全饮食的常
识。

4、培养关注自己饮食健康的责任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教学重难点



1、知道如何健康饮食，了解食品安全。

2、培养关注自己饮食健康的行为意识。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讨论：小朋友，在你的印象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健康
的？（学生各抒己见）

二、好好吃早餐

1、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
心、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生活中仍然有许多
事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下面请听一个故事。（故事
大概内容：一位小朋友每天早上总喜欢睡懒觉，怕上学迟到
又没有时间吃早饭，结果才上了第一节课肚子就开始饿得受
不了，更别提上课认真听讲了。）

2、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后，有什么话想说？

早餐对我们有多重要呢？

三、饭前饭后多补水

身体缺水时，新陈代谢大大减慢。所以，人必须及时补充水
分。要使人体储备足够的水分，你应该每天喝两升水。这包
括喝白开水，或在早餐时喝牛奶、下午休息时喝橙汁、晚饭
时喝汤等等。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水呢？因为一天下来你会不知不觉地失
去两升水的储备。其中，大约有一升水是通过排尿排出体外。
另外一升水是通过汗和呼吸排出体外。



不过，即使你吃的是固体食物，你也有可能吸收了同样的水
分。比如，多吃水果、蔬菜、鱼、蛋和面包，也能补充一些
水分。

四、有节制地吃点零食

零食对任何人都有诱惑力，不吃零食很难做到。如果我们合
理选择零食，把握好进食的时间，吃点零食对健康也有好处。
有些零食含有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素，因此，可以适当吃一
点零食。平常我们各异的零食具有不同的功能：

五、认识食物中毒的危险

1、认识食物中毒特征。

胃肠道症状：腹泻、腹痛，有的伴随呕吐、发热，严重时危
及生命，致死。

2、提高自我救护意识

出现上述症状，应怀疑是否食物中毒，并及时到医院就诊，
同时报告老师。

3、预防发生食物中毒

(1)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良的个人卫生
习惯会把致病菌从人体带到食物上去。

(2)选择新鲜和安全的食品。

(3)食品在食用前要彻底清洁。

(4)尽量不吃剩饭菜。

(5)不吃霉变的粮食、甘蔗、花生米，其中的霉菌毒素会引起



中毒。

(6)警惕误食有毒有害物质引起中毒。

(7)不到卫生差的小摊贩处购买食物。

(8)饮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不喝生水或不洁净的水。

(7)谨慎选购包装食品，认真查看包装标识、厂家厂址、电话、
生产日期是否标示清楚、合格。查看市场准入标志（qs）

六、食品安全知识竞赛

大家按小组进行各轮比赛，男女各为一组。

选择题：

1、绿色食品指什么食品？（ c）

a、蔬菜和水果 b、绿颜色的食品

c、安全无污染食品 d有丰富营养价值的食品

2、哪些食物不能一起吃？（a）

a、豆腐和菠菜 b、葡萄和苹果

c、面包和牛奶 d、馒头和豆浆

抢答题:

1、发霉的花生能吃吗？（不能）

2、油炸的食物是不是可以常吃？（不是）



3、方便面是不是可以作为主食？（不是）

4、我们是不是可以天天吃快餐？（不能）

5、能空腹喝牛奶吗？（不能）

辩论题: 餐厅、饭店使用一次性筷子、塑料餐具利弊谈

小组讨论，并派一个代表说出你们的意见和结论。

答：利：卫生，不易传染各种疾病。

弊：塑料餐具不易处理，造成“白色污染”。一次性筷子浪
费大量木材，长此以往，将会破坏森林，破坏生态环境。

结论：弊大于利、应停止使用。

七、总结

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只要从以上几
个方面入手，认真学习食品卫生知识，掌握一些预防方法，
提高自我卫生意识，就能最大限度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度，
预防食物中毒，保证我们同学们的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