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卫生安全的手抄报(优质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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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安全的手抄报篇一

1、帮助幼儿了解引起肚子痛的原因，知道肚子痛的处理方法。

2、知道夏季不能吃过多的'生冷食品以及暴食生冷食品产生
的危害。

3、能说出其他可以替代生冷食品的消暑食物。

4、形成自我保护意识，适量食用生冷食品。

1、教学挂图。

2、故事《肚子痛》

2、请幼儿观察挂图，教师提示：今天，云云突然肚子痛，为
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她今天做了什么事吧。教师讲述故事
《肚子痛》。师：夏天到了，云云可高兴了。他最喜欢夏天，
因为夏天可以吃到各种各样冰凉的食品，可是现在他不敢多
吃了，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观看
情景剧表演）。

3、讲完故事后，活动展开：观看教学挂图。

（2）幼儿观察并逐幅图讲述。



（3）教师引导幼儿完整讲述：云云一连吃了很多雪糕，喝了
很多冰饮料，吃了很多冰西瓜，突然肚子疼得受不了，在床
上直打滚。妈妈带着云云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说：“生冷食
品会刺激肠胃，引起急性肠胃炎。”云云说：“我以后再也
不吃那么多冷饮了。

4、教师提问帮助幼儿理解食品安全

（1）哪些事情可能引起肚子痛呢？

（3）你要给云云说些什么呢？

（4）引导幼儿说一说：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引起肚子痛？

（5）幼儿分组交流，教师巡视指导。

（6）引导幼儿讨论：如果你感觉肚子痛，该怎么办呢？”

5、活动讨论：夏天怎样消暑？

2）请幼儿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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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到看电视应注意的问题。

2）让学生了解怎样注意看电视的卫生。

让学生了解怎样注意看电视的'卫生。

怎样注意看电视的卫生。

1课时

一、谈话启发，引入新课。



二、学生讨论：你电视对我们眼睛的影响吗？我们应怎样预
防？抽取相关的学生作发言。

三、启发引导，教学新课。

（1）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注意看电视时的用眼卫生？

（2）通过观察图片及视频了解怎样注意看电视时的用眼卫生。

（3）提问：图中的小朋友这样看电视对不对？为什么？

（4）结合插图，教会学生怎样注意看电视的用眼卫生。

四、讲讲自己以后应该怎样做？

五、课外活动：与父母商量如何才能预防看电视对眼睛造成
的伤害。

板书设计：第三课看电视的卫生屏幕的位置略低于两眼的水
平线与屏幕的距离至少保持两米远观看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中间有半小时的休息室内光线不要太暗，荧光屏亮度不要太
强，坐姿正确，不躺着看电视。

教学后记：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到看电视的用眼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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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导学生认识到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的重要性；认识
到不挑食、营养全面对小学生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2、培养学生对饮食的科学态度。

3、学会科学合理地搭配饮食。养成并坚持不挑食、不吃“垃
圾



食品”的饮食卫生习惯

让学生了解良好饮食卫生习惯的意义。

让学生养成并坚持不挑食、不吃“垃圾食品”的饮食卫生习
惯。

（一）导入

一、谈话导入。

师：看了题目你知道今天的活动与什么有关吗？（饮食）

起在这节饮食卫生安全课中共同研究它吧。（出示课题）

二、学生表演小品

（一位女同学背着书包气喘吁吁地坐在自己的坐位上，随手
就拿出一包小食品，用手指捏住就往嘴里送，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又掏出一瓶饮料咕咚咕咚地喝起来……）

师：如果同学们也经常吃一些不卫生的小食品或暴饮暴食，
不仅会因为不卫生而引发疾病还会引起营养不良或消化不良。
所以，我们的一日三餐要科学合理地搭配，养成合理地饮食
习惯。

三、怎样选择食品

分组讨论：

学生发言预设：

方便面、薯条、火腿肠、没有严格包装的食品、奶油、烤
烧…….这些食品不能多吃。



教师总结：

有害食品：

1．油炸食品 此类食品热量高，是导致高脂血症和冠心病的
最危险食品。

2．罐头类食品 不论是水果类罐头，还是肉类罐头，其中的
营养素都遭到大量的破坏，另外，罐头制品中的蛋白质常常
出现变性，使其消化吸收率大为降低，营养价值大幅度“缩
水”。

3．腌制食品 在腌制过程中，需要大量放盐，这会导致此类
食物钠盐含量超标，还有，食品在腌制过程中可产生大量的
致癌物质亚硝胺，导致鼻咽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增高。

4．加工的肉类食品（火腿肠等） 这类食物含有一定量的亚
硝酸盐，故可能有导致癌症的潜在风险。

5．奶油制品 常吃奶油类制品可导致体重增加，甚至出现血
糖和血脂升高。饭前食用奶油蛋糕等，还会降低食欲。

6．方便面 属于高盐、高脂、低维生素、低矿物质一类食物。

7．烧烤类食品 含有强致癌物质三苯四丙吡。

8．冷冻甜点 包括冰淇淋、雪糕等。这类食品有三大问题：
因含有较高的奶油，易导致肥胖；因高糖，可降低食欲；还
可能因为温度低而刺激胃肠道。

10．果脯、话梅和蜜饯类食物 含有亚硝酸盐，在人体内可结
合胺形成潜在的致癌物质亚硝酸胺。

师：那我们应该吃什么食物才有益健康呢？



一要及时补充糖类。二要多吃些蛋白质。还要多吃大豆和豆
制品、牛奶、鸡蛋和牛肉另外，还要注意多含有维生素b族的
食物，要经常吃水果和新鲜蔬菜，这样会对用脑大有好处。
但买食品时要注意生产日期和有效期，过了期的食物就不要
吃了。

四、良好的饮食习惯

１、小明说：“早上时间太紧张，可以不吃早餐。”

学生分组讨论。

师：经过一夜的消化，早上起来肚子已空空的，如果不吃早
餐，挨饿上课。而上午课时多，活动多，体力消耗大，热量
一下子供应不上，就会头晕眼花。长期如此会引起贫血等疾
病，所以早餐不但要吃，还要吃的好，要吃有丰富蛋白质的
食物，比如牛奶加面包或者鸡蛋更好。

２、小红拿着饭碗睁大眼睛，正在收看“叮当”这个节目，
这时大雄被肥仔捉住打，圆头圆脑的叮当正跑过去救大雄。
那小朋友顾不上吃饭喊：叮当跑快点。

学生分组讨论。

师：吃饭时情绪要稳定专一，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会引起
情绪变化。看到高兴时哈哈大笑，看到悲伤时擦眼流泪。这
样会影响食欲和营养的吸收，这样是不卫生的，你们是这样
吃饭吗？所以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３、一位女同学正在校园里边走边吃零食。

学生讨论。

师：在校园里吃零食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还会由于不卫生



引发疾病。

４、一位男同学晚饭上，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他就吃得饱
饱得。

学生讨论：“一日三餐怎样定量”

师：上午体内的热量消耗大，需要得到补充，而且还要为下
午的学习活动做准备，所以午餐要吃饱。而晚餐吃得太多，
会引响睡眠。所以不要吃得太饱。但如果晚上有很多事情要
做，要帮妈妈洗碗扫地，还要学习，那晚餐要吃得较好。

５、小丽在饭桌上光夹自己爱吃的菜。

学生讨论。

师：我们要做到不挑食，这样营养才会均衡。

儿歌：

饮食卫生要做到：

一日三餐，定时定量，

不偏食，不挑食。

早餐吃得好，

午餐吃得饱，

晚餐吃得少。

暴饮暴食最不好。

从小养成好习惯，



身体健康又强壮。

师：是啊，我们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只有养成良好
的饮食卫生习惯，并做到不偏食，不挑食，才会有健康的身
体。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一份力量。
所以从今天起，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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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安全知识

让学生了解食品卫生安全知识，认识食物中毒特征，提高自
我救护意识，预防发生食物中毒。

1、多媒体出示一些因食品卫生而出现问题的学生。（有腹泻、
腹痛、呕吐等）

2、让学生说一说怎样区分问题食品，预防食品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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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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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做到"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
吃不洁瓜果、不吃变质食物、不吃未经高温处理的饭菜、不
喝生水、不吃零食。再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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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认识食物中毒特征。

潜伏期短：一般食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发病

胃肠道症状：腹泻、腹痛，有的伴随呕吐、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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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不吃生、冷、不清洁食物

c不吃变质剩饭菜

d少吃、不吃冷饮,少吃、不吃零食

e不要长期吃辛辣食品

f不要随便吃野果，吃水果后不要急于喝饮料特别是水。

g剧烈运动后不要急于吃食品喝水。

h不到无证摊点购买油炸、烟熏食品，尽可能在学校食堂就餐。
千万不要去无照经营摊点饭店购买食品或者就餐。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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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保护人们饮食卫生安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自2002年
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对出厂食品，
经过强制检验合格后，加贴市场准入标志，方便选购。2002
年起，对小麦粉、大米、食用植物油、酱油、食醋等5类食品；
2003年下半年，对方便面、膨化食品、罐头、冷饮等10类食
品，实施了市场准入制度。

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因为它关系到
我们全体师生的身心健康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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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安全的手抄报篇五

1.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学习培养学生们的良好饮食行为习
惯和安全预防。

2.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习相关食品安全知识，通过图片与文
字结合。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食品安全意
识，增强学生安全知识，提高学生食品安全自我保护能力。

增强食品安全知识，能够认真看待食品安全并保护自己。

通过学习真正把食品安全意识记心中，在生活中运用。

（导入、新授课、巩固练习、课堂小结、作业布置、板书设
计等）

导入：

提出问题：大家喜欢吃的食物有哪些？你认为什么样的食物
属于安全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食品安全如何预防。

讲授新课

1、前提：食品安全一直是全民关注的话题，而对于我们学生，
我们更要注意食品安全，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
关系到我们的学习成绩。

2、什么是食品安全？

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
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3、同学们身边熟知的不安全食品？

路边摊点：不健康包子、烤串、鱿鱼、串，死猪肉等。

4、大家喜欢吃的这些食物分析？

从危害度、公众喜欢程度、危害信息去分析。

5、食品中添加的哪些化学物质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对该
问题进行逐步的剖析。

6、根据案例对食物安全的重要性进行分析。

7、食物中毒的内容：

（1）细菌性食物中毒，真菌中毒。

（2）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

（3）化学性食物中毒。

8、如何注意食品安全？

认识安全的食品、购买有正规标志的食品、选择正规商店、
选择安全卫生的餐馆。

巩固练习：

1、同学们之间进行学习，探讨日常生活中如何调理自己的饮
食。

2、知道哪些食谱并与大家分享。

课堂小结：



1、食品安全的含义。

2、对大众喜欢吃的食品应该进行系统的认知，并有效的预防。

3、对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食品添加化学物质进行分析。

4、对食物中毒的认识并预防。

作业布置：

将本节课知识点进行整理，下节课进行提问。

板书设计：

安全卫生知识——食品安全预防

1、问题导入

2、前提条件

3、食品安全的含义

4、身边熟知的不安全食物

5、对不安全食物进行系统的分析探讨

6、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案例分析

7、食物中毒内容

8、如何有效的预防食品安全

教学设计

时间分配



导入：

以问题进行导入，让学生思考，谈感受5分钟

新授课：

教师对食品安全预防的知识进行详细的讲解20分钟

巩固练习：探讨研究并笔记10分钟

课堂小结：学生讨论，小组合作探究，教师讲解7分钟

作业布置：将作业布置下去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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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会主题：搞好班级卫生

三、班会目标：

1、通过本次班会，明确搞好卫生的重要性。

2、制定出具体的搞好卫生的计划、措施。

3、让班级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四、班会主持人：于春映(卫生委员)

五、班会方式：合作讨论，各抒己见。

六、参加人员：全班同学、班主任。

七、班会程序：

(一)复习：



同学们，上节班会的主题是《班级盛开友谊花》。通过班会，
全班同学增加了友谊，同学之间互帮互学的友谊之花盛开。
出现了可喜局面。今天，我们在开一节班会，主题是《搞好
班级卫生》。

板书主题：怎样搞好班级卫生

(二)导入：

1、看小品：放录像对比：

(1)、放一个环境整洁的教室：一个班级课桌整齐，窗明几净，
墙上《小学生守则》整齐排列，地面洁净无物，一尘不染。
同学们个个精神焕发，活泼可爱。

(2)放一个垃圾场镜头：污秽之物流淌，废纸遍地，尘土飞扬，
蚊蝇乱飞。蛆蛹遍地。(画外音，恶臭难闻，令人作呕)

2、评录像：

(1)、说出教室整洁的情况。

(2)、说出垃圾场的肮脏情况。

(3)、两相对比，哪种情境适宜人生。

(4)、谈出感受。

(三)展开：高潮。

1、主持人宣布班会开始。

2、主持人讲名人讲卫生的事例：作家老舍先生虽有腿病。但
每天坚持打扫室内、院子，槁子中有废掉的，宁肯起身走几
步丢进纸蒌。



3、学生举出名人讲卫生的例子：毛主席很讲卫生，他烟抽得
很厉害，但从没乱丢一个烟蒂，甚至烟灰都不掉到地上。

4、谈出本班室内、卫生区现状;

(1) 成绩方面：地面干净……

(2) 不足之处：维持干净的时间短……

5、指名说出个人的卫生状况(习惯方面)

6、集体交流、总结：

(四)结束：

1、各人根据交流，整理出适合自己实施的具体措施，条款。

2、卫生委员整理写出倡仪书，张贴教室。号召同学从我做起，
搞好班级卫生。

(五)总结：

同学们，这次班会开得非常成功，同学们发现了优点不足之
处，并制定了可行的措施。愿同学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搞好我班卫生。

(六)作业：

1、 班级卫生从我做起。

2、 互相监督，揭发违纪。

 



卫生安全的手抄报篇七

1.知道刷牙能保护牙齿。

2.会模仿成人刷牙。

1.课件—正确的刷牙顺序

3：刷牙歌

3.教具--牙刷

一、播放课件：正确的刷牙顺序

请宝宝欣赏，吸引宝宝的注意。

二、边念歌词，边带领宝宝徒手模仿刷牙动作。

1.示范刷牙的正确方法：

刷门牙的时候要上下刷，刷牙槽的时候要来回刷。

2.刷完牙齿后诙谐地表现吐水的动作

引发宝宝已有的漱口经验，激发宝宝模仿刷牙的兴趣。

三、请宝宝拿着做好的牙刷伴随歌曲做动作，

告诉宝宝刷牙能够保护牙齿。

卫生安全的手抄报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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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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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安全知识竞赛”八个美术字。

(一)班长宣布“卫生安全主题班会“开始，宣读竞赛规则，
请主持人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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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下楼梯精力要集中，一律靠楼梯的右边行走，前后要保
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并排，不要跑跳，不要追逐打闹，不要
前推后拥；发现拥挤现象不要慌乱，要靠墙或扶楼梯扶手止
步；不要将身体探过楼梯扶手，更不要从栏杆上下滑 在走廊
上休息时，不要将上半身探出栏杆，更不要攀爬栏杆。

6.在走廊上行走时，要轻声慢步，不要大声喧哗，不要跑。



不要借助栏杆做健身动作，更不要用身体、四肢冲撞栏杆。

不要在走廊内追逐打闹和做游戏。

不要从走廊向楼下扔任何东西。

课间活动时应该注意什么？

7.不要在教室内跑、追逐打闹和做游戏。

8.不要在门口追逐打闹和做游戏。

9不经老师允许不得出校门。

10.在校园内活动时不得急跑，不得追逐打闹，不得做恶作剧。
在人少的地方活动或游戏，且不要危及他人安全。不要做有
危险的活动和游戏。

11.上课铃响后立即停止活动，以正常行走速度走进教室。

12.注意用电安全，不要乱摸乱动教室、走廊等公共场所的电
器设备、开关、插座等。

13. 上、放学时应该注意什么？

（1）按规定时间到校，到校后立即到教室做好课前准备。

（2）放学时要以班为单位站队下楼，不得私自提前或拖后。

（3）放学时要随队离教室，不得私自提前离开集体在校园停
留。

（4）需要家长接送的学生，如果放学时家长未到，不要独自
回家，在电话通知家长后在校园内静静等候。



（6）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时看清来往车辆，要走人行横
道。学生乘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不乘坐不符合规定的车辆
（如摩托车、三轮车、货动车等），不乘坐超载车辆。

5、不喝生水，不买无证小摊的食品，不吃过期或变质食品。

6、不带利器及易燃易爆物品来校，不做危险游戏。

7、学生上课要遵守纪律，要听从老师指挥，特别是体育课、
活动课等，应在老师的指导下使用体育器材。

主持人：下面进行第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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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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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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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抢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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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铅笔字能直接吃饭吗？（不能）



2、油炸的食物是不是可以常吃？（不是）

3、只要高兴课下可以在楼道奔跑？（不能）

4、我们课余时间再楼栏杆上练习攀缘？（不能）

5、能空腹喝牛奶吗？（不能）

(四)班主任小结：同学们，我希望咱们班每个快乐宝贝都能
争做“文明小卫士”，做文明的人，争做安全第一。我希望
同学们个个精神奕奕，健康活泼 ，茁壮成长。

卫生安全的手抄报篇九

1、知道食品卫生与饮食安全相关知识。

2、了解在学校应注意的一些食品方面的安全。

以问答、竞赛、游戏为形式，以竞赛小组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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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道具、准备奖品。

3、选定主持人和参赛队员，搞好班级布置。

竞赛规则

1、全班同学除6名评委和一名主持人外，其余分两组，每组
指派4人作为代表进行比赛。

2、在活动过程中尊重参赛同学和评委，不能大声喧哗，中途
不能无故离开座位，整个活动时间为40分钟。



3、在比赛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听清主持人所说的答题注意事
项，再进行答题。

4、竞赛结束后，当场公布比赛成绩，颁发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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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发
霉变质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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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节是必答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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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答错不扣分。

1、绿色食品指什么食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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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一
起来看看得分情况吧！

主持人：下面要进行第二轮的比赛，同学们加油呀！这一轮
的比赛是抢答题，同学们只要回答是或不是、能或不能。在
我问完题目后，就可以举手抢答。每答对一题加3分，答错不



扣分。举手抢答者答错后不再继续抢答，直接进行下一题的
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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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现在是辩论赛环节。小组讨论（可以离开座位和组
内其他成员进行讨论交流），每组派一个代表说出你们的意
见和结论，组内其他成员可补充。说得好的小组加5分，次之
加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