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的营养教学反思 九年级化学人类重
要的营养物质教学反思(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人体的营养教学反思篇一

一、注重从学生的已有知识和熟知的物质出发，努力创设生
动活泼的问题情景。如：通过进行导入，一下子将学生的学
习兴趣激发起来，让学生感受到化学与生活密不可分。

二、学生的思维过程始终在问题情境中进行。如：在氢氧化
钠和盐酸混合无现象的情况下，提出问题：氢氧化钠与盐酸
是否反应?请设计实验进行证明你的猜想。从实验方案的设计，
实验过程，实验现象的描述以及实验结论的得出，都由学生
完成。本课题中化学方程式的书写是个难点，突破该难点时，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实验现象和直观形象的电脑动画展示，让
学生知道氢氧化钠和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钠和水。然后进一步
引导学生分析该化学方程式的特点是相互交换成分，各元素
的化合价不变。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完成感悟探究：氢氧化
钙与浓盐酸的反应，并写出化学方程式，然后继续引导学生
进行思维发散，引导学生分析化学方程式中反应物和生成物
的特点，从而得出中和反应的概念。然后提出问题：生成盐
和水的反应一定是中和反应吗?这样既注重了前后知识的联系，
又让学生搞清楚分析问题要全面——中和反应不仅要看生成
物，还要看反应物。

三、注意化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
思想。如：中和反应的应用之一是用于医药。此时，教师出



示治疗胃酸过多的药物——胃片，并说明其成分中含有氢氧
化铝和碳酸镁。让学生说出它能够治疗胃酸过多的原因，写
出有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并指出哪些是中和反应，这样既
巩固了知识，又培养了能力。

四、学生自主参与整堂课的知识建构，从旧知识的回忆到新
知识的学习，从参与并能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通过学生的
设计、操作、观察、思考、讨论，在问题解决中深刻、系统
地理解知识，学生逐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本节课的设计
特点是强调以学生的探究学习为主，重视学生的体验，使学
生的认知和体验达到最佳结合点，注重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和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创造一个合作学习探究的氛围。

人体的营养教学反思篇二

人类重要的营养物质是：

1、叶酸400微克/日

最佳来源：芦笋、甜菜、椰菜、强化麦片

2、维他命b61.5毫克/日

最佳来源：比目鱼、鲱鱼、金枪鱼、瘦牛排、鸡胸肉、香蕉、
土豆

3、维他命c75毫克/日

最佳来源：哈密瓜、椰菜、葡萄汁、橙汁、草莓、菜椒

4、维他命e23个国际单位，15毫克/日

最佳来源：花生酱、葵花油、红花油、榛子、葵花子



5、钙1000毫克/日，50岁以上1200毫克/日

最佳来源：甘蓝、脱脂奶、酸奶酪、沙丁鱼

6、铁15毫克/日，50岁以上10毫克/日

最佳来源：瘦牛排、虾、加强型早餐奶酪、小麦、扁豆、杏
脯、豆腐、牡蛎

7、镁320毫克/日

最佳来源：荞麦、豆腐、杏仁、葵花子

8、锌12毫克/日

最佳来源：牛排、猪排、小牛肉、豆腐、牡蛎

对于上述的营养物质是摄取，大家在日常的饮食中则需要多
加注意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偏食的话，则容易造成缺
少营养物质，这样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建议家长要注
意多督促孩子，要均衡饮食，日常饮食是不要偏食。

人体的营养教学反思篇三

作为新课程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初中化学新教材
也在秋风中悄然而至。新的化学课程标准倡导以科学探究为
课改的突破口，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自
主学习。由此，新课程标准还提出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也应进
行改革，强调要加强化学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
注重考查创新意识，引导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本教学设计以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和元认知理论、自我发展
教育理论、基于信息环境下的互动活动理论等相关理论为依
据，运用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模式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更有



效地提高学生解决化学开放性题目的能力，促进学生的自我
发展。

《化学与生活》是以人教版新教材初三化学第十二单元的内
容为依托，由本人设计的一节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教学课。
新教材倡导以科学探究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激发学生的主
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主动学习，使获得化学知识和技
能的过程同时也成为理解化学、进行科学探究、联系社会生
活实际和形成科学价值观的过程。基于的学生自主探究学习
模式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积极的信息加工、解释和综合的
过程，有助于学生拓宽思维空间，便于创造性的发挥，能更
有效地提高学生解决化学与生活的开放性题目的能力，促进
学生的自我发展。

本课的教学设计当中，特别注重创设情境，让学生尽快融入
对化学与生活之间联系的思考。同时，在课件的设计方面也
要注意不采用太多与主题无关的花哨设计，在生动友好、图
文并茂的前提下尽量使网页课件主题突出、内容简洁。

人体的营养教学反思篇四

1、使幼儿了解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营养，可满足身体各方面
不同的需要。

2、帮助幼儿克服不良的包含习惯，如：挑食、偏食等。

3、锻炼幼儿的反应能力，提高他们动作的协调性。

4、了解主要症状，懂得预防和治疗的自我保护意识。

1、自制道具：肉蛋鱼、蔬菜、水果、豆类、谷类等五大类食
品。

2、活动前了解本班幼儿的饮食状况，包括挑食、偏食或吃得



过多等。

1、教师讲故事引出主题老师

t：小朋友们好，今天老师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
那我们背好小手，用自己的小耳朵听好了。有个孩子叫小刚，
从小就不肯好好吃饭，总是喜欢吃零食、糖果、饼干和饮料，
吃饭时只吃几口，一边吃，一边玩，很多蔬菜都不爱吃，总
是挑挑拣拣的，结果个子长不高，身上也不长肉，脸色又黄
又绿，还经常生病，妈妈带他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他是营养
不良。

2、石室词汇：营养不良

t：小朋友，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啊，
主要是指我们的身体需要各种养料，而这些养料呢，就藏在
各种食物里，如果没有食物吃进去，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个
子不高，身体不长肉等问题。这啊，就是营养不良。

3、请幼儿思考并回答问题

（1）为什么要好好吃饭？

t：那我们大家要不要好好吃饭啊？

s：要t：为什么要好好吃饭？（幼儿回答，教师提示）

s：因为不好好吃饭，会营养不良，个子会长不高，身体会不
长肉，还会生病。

（2）那我们怎样做才是好好吃饭？

t：我们应该不挑食，不偏食，不吃很多零食，而且啊吃饭时
要细嚼慢咽。



4、教师出示五大类食品的自制教具，请幼儿辨认各是什么？
说说自己吃过哪些，它们的味道怎么样？然后教师分类讲解
各种食物的特点和作用。

（1）谷类食物指的是用米、面做成的各种食品，如：米饭、
面条等。

t：小朋友，你们看碗里装的是什么啊？

s：米饭t：对啊，米饭是用米来做成的，它含有很多很多热量，
是我们饮食中的主要食品，叫主食。主食类：面条、面包它
们都是有营养的食物，小朋友可要好好吃饭。

t：那我们现在看这是什么啊？

s：鸡蛋、肉、鱼。

t：对啊，它们是还是很好吃啊？它们不仅好吃，而且还有很
多蛋白质和脂肪，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生长，它们也是有营
养的食物。

（2）蔬菜包括各种青菜、冬瓜等。

t：如果小朋友只爱吃肉，是不行的，我们啊还要多吃蔬菜，
因为蔬菜里含有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以使我们的眼睛
更亮，而且啊不容易生病，因为蔬菜同样是有营养的食物。

（3）水果：苹果、西瓜，各种不同的水果有不同的味道，也
有不同的需要。

t：我们要不要多吃蔬菜？

s：要t：对了，我们要多吃蔬菜，也要多吃水果，你们看苹果
红不红啊？



s：红t：它们一定很甜，小朋友一定要多吃啊，因为水果和蔬
菜一起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t：那你们还吃过其它哪些水果？

s：西瓜、香蕉t：对，水果也是有营养的食品。

（4）豆类指的是大豆、绿豆、红豆以及各种豆制品。

t：现在我想请一位小朋友告诉我，你喜不喜欢豆子啊？

s：喜欢t：老师想啊她一定喜欢，因为她的皮肤白白的，就像"
白雪公主"一样，因为爱吃豆类的小朋友一定是一个健康的小
朋友，因为豆类也给了我们身体里边许多植物蛋白，让我们
长得健健康康的。它同样也是有营养的食物。

5、通过头饰，复述上述有营养的食物。

t：现在我们再来尝一尝这许许多多的有营养的食物。请5位小
朋友，带上头饰，代表几类有营养的食物，便于加深幼儿记
忆。

t：现在老师要请几位小朋友来扮演有营养的食物，我们一起
来数一数我们学了几类有营养的食物。

这一节课一开始出现红色娃娃和红色食品，激发了幼儿的学
习兴趣。因为幼儿都喜欢鲜艳的颜色和玩具。兴趣式的投入
让幼儿有了积极的心态，课堂上认识红色食品的时候，幼儿
们都比较积极参与活动。充分让他们认识和了解了红色食物
的名称，顺利的完成了制定的教学目标。

美中不足的是有小部分幼儿没有理解到红色食物对人体的益
处，还有的幼儿是理解之后却不能用语言来表述。比如，幼
儿知道红色食品的作用很多，这些食品都出现在我们身边，



时刻陪伴着我们，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幼儿也了解到红色食
物对我们的重要作用就是增加我们的活力。还有部分幼儿一
时无法改变不良的习惯，比如水果不洗就吃、不削皮就吃、
暴饮暴食、偏食等坏习惯，还需要在今后多花时间进行教育
和纠正，让他们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人体的营养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营养素糖类、油脂、维生素、无机盐和水等。

2.了解糖类、油脂、维生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3.通过计算，了解蛋白质、糖类、油脂经氧化为人体提供能
量。

过程与方法

1.通过阅读教材、讨论等，学会自主学习的方法。

2.通过认识、分析、比较教材上的大量图片，学会从读图来
认识化学知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营养物质对人的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合理
安排饮食的重要性。

教学重难点

重点



知道糖、脂肪、维生素等人体常见营养素。

难点

了解糖、脂肪、维生素等人体常见营养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教学工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有关糖类的知识。

[板书]一、糖类

二、新课教学

[讲解]一般地说，葡萄糖、淀粉、纤维素等有机化合物属于
糖类，也称为碳水化合物。糖类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产物，
是动植物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在人类食物所供给的总能量
中，有60%～70%来自糖类。

[板书]糖类是动植物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

人们吃饭，从大米、面粉、玉米、土豆等主食中摄入的糖类
物质是淀粉。

[板书]1.淀粉[(c6h10o5)n]

淀粉的相对分子质量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食物淀粉在人体
内经酶的作用，与水发生一系列反应，最终变为葡萄糖，葡
萄糖的化学式为c6h12o6。



[板书]2.葡萄糖(c6h12o6)

葡萄糖是一种有甜味的白色固体。葡萄糖经过肠壁吸收进入
血液成为血糖，输送到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为人体组织提
供营养，又在酶的作用下，转变为淀粉储藏在肝脏和肌肉中。

在人体组织里，葡萄糖在酶的作用下经缓慢氧化转变成二氧
化碳和水，同时放出能量，供机体活动和维持恒定体温的需
要。

[板书]c6h12o6+6o26co2+6h2o

在上述反应中，每克葡萄糖约放出15.6kj的能量。

过渡：我们平常所吃的甘蔗中就含有糖类物质——蔗糖。

[板书]3.蔗糖(c12h22o11)

蔗糖在甜菜中的含量也极高。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白糖、冰糖
和红糖的主要成分就是蔗糖，它是食品中常用的甜味剂。

过渡：麦芽糖也是一种常见的糖类物质。通常食用的饴糖(如
高粱饴)，其主要成分就是麦芽糖。

[板书]4.麦芽糖(c12h22o11)

[提问]为什么在口中咀嚼米饭和馒头时会感到有甜味?

[讲解]当在口中咀嚼米饭和馒头时会感到有甜味，这是因为
唾液中含有淀粉酶，它能将食物中的部分淀粉催化水解为麦
芽糖的缘故;余下的淀粉由小肠中的胰淀粉酶催化水解为麦芽
糖;麦芽糖在肠液中麦芽糖酶的催化下，水解为人体可吸收的
葡萄糖。



正常人每天要摄入一定量的淀粉等化合物，在血液中也要维
持一定浓度的葡萄糖。如果摄入的这些化合物不够，就会造
成血糖含量太低(医学上称为“低血糖”)。低血糖的人会出
现乏力、疲倦、昏迷、休克等症状。因葡萄糖可不经过消化
过程而直接为人体吸收，故体弱和血糖过低的患者可利用静
脉注射葡萄糖溶液的方式来迅速补充营养。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淀粉含量较高的食物常常容易发生霉变。
其中因霉变产生的黄曲霉毒素毒性较大，可诱发肝癌，故绝
不能食用霉变食物。

[板书]二、油脂

请大家阅读课本有关内容，并总结。

[师总结，板书]油脂是油和脂肪的合称;油脂是重要的供能物
质，每克油脂在人体内完全氧化时放出39.3kj的能量，比糖
类多一倍;人体内的脂肪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备用能源。

[解答]由课本信息知：

1g油脂完全氧化可放出39.3kj能量

1g葡萄糖完全氧化可放出15.6kj能量

1g蛋白质完全氧化可放出约18kj的能量

50g花生米中，含油脂：50g×39%=19.5g

含糖类：50g×24%=12g

含蛋白质：50g×26%=13g

50g小麦中，含油脂：50g×2%=1g



含糖类：50g×76%=38g

含蛋白质：50g×11%=5.5g

50g花生米在体内完全氧化放出能量为：

19.5×39.3+12×15.6+13×18=1187.55(kj)

50g小麦在体内完全氧化放出能量为：

1×39.3+38×15.6+5.5×18=731.1(kj)

[过渡]20世纪初期，人们认为只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糖类、
脂肪、矿物质和水就可以满足健康的需要。那时，某些成人
和儿童由于摄入维生素不足，生长发育出现障碍;一些人也因
摄入维生素不足，患营养缺乏症。这些病症曾成为医学难题。
在20世纪中后期，人们相继发现了各种维生素及其作用。对
维生素重要作用的认识是20世纪营养学的最大进展。

[板书]三、维生素

维生素有20多种，它们是分子组成和结构都较为复杂的物质，
它们多数在人体内不能合成，需要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在
人体内需要量很小，但它们可以起到调节新陈代谢、预防疾
病、维持身体健康的作用。缺乏某种维生素将使人患病，如
缺乏维生素a，会引起夜盲症;缺乏维生素c，会引起坏血病。水
果、蔬菜、种子食物、动物肝脏、鸡肉、鱼类、鱼肝油、蛋
类、牛奶和羊奶等均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板书]维生素在人体内需要量虽小，但却很重要。

我们只要保证膳食中含有各种维生素，不偏食，一般不会缺
乏维生素。如果长期对食物烹调的方法不对，使食物中的维
生素破坏或流失，人就容易患某些疾病。因此，如果摄入的



维生素不足，就要注意补充。现在人们已经能够用人工方法
合成或从一些食物中提取某些维生素制成维生素制剂。

[投影资料]几种维生素的性质特点

维生素a微溶于水，维生素d不溶于水，它们都易溶于油脂;维
生素a、d的制剂都是油状的。维生素b能溶于水，水煮时容易
流失，高温加热易破坏，难储于体内，应经常摄入，以保证
人体的需要。维生素c能溶于水，易被氧化而破坏(尤其在加
热或碱性环境中)，烹调蔬菜时最好不用水浸，烹调前不捣碎、
切薄，最好在沸水中煮，食用前不要长时间保温。食用凉拌
蔬菜(如蔬菜色拉)或生菜能获得较多的维生素c。维生素c制剂
不能存放太长时间。

人类重要的营养物质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了解营养素是指蛋白质、糖类、油脂、维生素、无机盐和
水等六种物质。

(2)了解蛋白质、糖类、油脂、维生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阅读资料、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和摄取相关的信
息。

(2)从所学知识中意识到各种营养物质对人的生命活动的重要
意义及合理安排饮食的重要性。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意识到化学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发展学习
化学的兴趣。

(2)使学生更加热爱生命，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促使自
己健康地成长。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蛋白质在人体中的主要作用。

2.学生视野的拓宽。

【教学难点】

1.了解营养物质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及营养价值。

2.了解合理安排饮食的重要性。

教学工具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等。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同学们，请回忆一下你们早上吃的是什么?学生讨论、交流。

【提出问题】

【课件展示】



教材p90图12-1、p93图12-6、p94图12-7

【归纳总结】

人体生命的生存和健康离不开蛋白质、糖类、油脂、维生素、
无机盐和水等六大类物质，通常称之为人体营养素。

【提出问题】

这些营养素对人体生命活动各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指导阅读】

分四大组，分别指定阅读教材上关于蛋白质、糖类、油脂、
维生素的内容介绍，结合教师课前布置查阅的有关资料，组
内合作，讨论限时完成下面的任务：以第一人称手法写一份
自我介绍的文段，题目自拟。要求:简要介绍某类营养素的基
本情况，重点陈述其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归纳总结】(以上表格可课件展示)

【提出问题】

【交流回答】

摄入食物多样化，不偏食、不挑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随堂巩固练习】

以下三道随堂练习题，请同学思考后回答：

1.小明奶奶为他迎接中考制定了如下的食谱：米饭、红烧鸡、
蛋汤、糖醋鱼、麻辣豆腐。为使营养均衡，你觉得最好还要
补充()



a.牛肉b.河虾c.青菜d.雪糕

【分析】人体需要糖类、蛋白质、油脂、维生素、无机盐和
水。从食谱得知：米饭主要含淀粉(糖类)，而红烧鸡、蛋汤、
糖醋鱼、麻辣豆腐主要含蛋白质、油脂、无机盐和水;从中得
知食谱中缺少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答案】c

2.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蛋白质的成分中一定含有氮元素和氧元素

b.酶是具有催化作用的蛋白质

c.酶在高温下会降低活性

d.氨基酸可被人体吸收，但不能再合成蛋白质

【分析】蛋白质在消化液的作用下，能逐步水解成氨基酸，
氨基酸被人体吸收，能再重新结合成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蛋白
质，所以d项错误。

【答案】d

3.下表是某食品包装袋上的说明，从下表的配料中分别选出
一种物质填在相应的横线上。

(1)富含蛋白质的是，(2)富含糖类的是，

(3)富含油脂的是，(4)富含维生素的是.

【分析】一般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蛋、奶、肉、豆类等;富含
糖类的食物有大米、面粉、土豆等;富含油脂的食物有各种动



植物油;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有蔬菜、水果等。

【阅读讨论】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p92、p94“资料”，讨论回答下列问题：

1.有人用甲醛溶液来浸泡水产品并出售，这样做有什么危害?

2.为什么吸烟有害健康?

3.为什么霉变食物绝对不能食用?

课后小结

【课堂小结】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糖类、蛋白质、油脂、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的特点及其对人体的作用，相信同学们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