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的消化过程社会健康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食物的消化过程社会健康教案篇一

真相：很多家长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鱼肝油是营养素，
长期给孩子服用没有任何问题。其实，维生素a和d都属于脂
溶性维生素，易在体内贮存蓄积，如果长期过量服用，会对
孩子健康带来危害，严重时会引起中毒，中毒症状往往表现
为：毛发脱落、皮肤干燥、食欲不振、恶心、晕眩等，一旦
确定为鱼肝油中毒，应马上停服鱼肝油，并到医院进行对症
治疗。

鱼肝油并不是人体需要长期补充的营养品，通过多吃一些富
含维生素a和d的食物，像动物的肝脏尤其是鱼肝，以及乳类
和蛋类，胡萝卜、番茄、豆类和绿叶蔬菜等，并多带孩子晒
太阳，也可以摄取人体需要的维生素a和d。因此，食用鱼肝油
应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在医生指导下适量服用。

食物的消化过程社会健康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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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的消化过程社会健康教案篇三

本课是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吃得好吗第二课《食物中的营
养》。其教学重点是让学生知道食物中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及
其作用。教学难点：用实验的方法辨别食物中的脂肪和淀粉。
本课分为四个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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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的消化过程社会健康教案篇四

本周三我执教了小学安全课――《小心食物中毒》一课，自
我感觉教学效果不错。

“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都要吃食物，但我们的食物安全
吗？这是值得学生探究的问题。通过本课的学习，旨在帮助
学生形成正确的食品安全观念，增强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
掌握在日常生活中相关的食品安全知识，从而提高安全系数，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健康成长。我在本课中食品安全为教
学主线，采用“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展开课堂活动。本课
的特色主要有：



1、创设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时间和空间，调动全体学生积
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学生通过课前搜集资料、收集食
品包装袋、观察与讨论等教学环节，训练了获取和处理信息、
分析和解决问题、交流与合作等能力，引导学生学会倾听、
学会学习、学会研究。课前布置作业，让学生走出课堂，寻
找生活中食品安全隐患，鼓励学生将他们自己掌握的各种各
样的知识、经历过的事情“带到”课堂中来。为学生提供了
一种“促进”学生学习的良好氛围。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充
满真诚、互相讨论、互相交流。

2、教学过程能把学习知识、发展能力、培养情感有机地结合
起来。如，学生通过交流生活中的中毒事件，感受食物中毒
的危害，领悟到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初步形成一定的防
范意识。查找生活中的食品安全隐患，分析其中的隐患，提
出建议，自动参与交流，观看视频《春季多发食物中毒慎食
野菜菌类》，帮助学生获取食品安全知识。判断图片中的'救
助方法是否正确，帮助学生掌握一些抵制食物中毒的方法和
技能。将所学知识上升为意识，再将意识转化为行为。

3、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解决生活中的科学问题，真
正让生活走进了课堂，体现了科学知识在指导健康生活中的
价值，实践“科学为大众”的教育目标。为了更贴近同学们
的生活，教学中有许多创造。例如，食物中毒案例分析，十
分注重学生的实际经验和生活中的“发现”，走进身边的超
市、饭店等场所去调查食品安全隐患。只要积极性调动的好，
并给于学生表达和交流的机会，科学教育就更能生活化，生
活处处有科学，生活处处用科学。

4、关于食物中毒的知识，我想告诉学生的很多，但由于课堂
时间有限，好几个食物中毒案例没有与学生分享，比如亚硝
酸盐中毒案例，学生集体食物中毒案例，有助于学生清醒的
认识食物中毒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必须在
思想上引起重视，在饮食方面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食品
安全保驾护航。



因为我的充分准备，课上的探究活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
地位，基本上做到让学生人人参与，使每个人的观点都得到
充分的展示。大家在课堂上无拘无束，畅所欲言，真正地意
识到我们吃的食物含有诸多的不安全因素，每个人都要对自
己健康负责。从此以后，学生会更加关注自己的饮食与健康。

食物的消化过程社会健康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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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