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安全教案食品安全反思总结 大班食
品安全教案(精选7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
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安全教案食品安全反思总结篇一

1、使学生认识饮食卫生安全的重要性；

2、对学生进行饮食卫生方面的知识教育；

3、培养学生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饮食卫生安全教育，强化行为

举例、实际材料，来打动学生行为，到达个人饮食卫生安全
教育。

一、谈话导入

你明白什么叫“病从口入”吗。

学生讨论交流。

二、对学生进行饮食卫生方面的知识教育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有一些不卫生的饮食习惯和行为，但
很多人对此尚未重视起来，这对身体健康十分不利。“病从
口入”这句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要注意：



1、养成吃东西以前洗手的习惯。人的双手每一天干这干那，
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会沾染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卵。吃东
西以前认真用肥皂洗净双手，才能减少“病从口入”的可能。

2、生吃瓜果要洗净。瓜果蔬菜在生长过程中不仅仅会沾染病
菌、病毒、寄生虫卵，还有残留的农药、杀虫剂等，如果不
清洗干净，不仅仅可能染上疾病，还可能造成农药中毒。

3、不随便吃野菜、野果。野菜、野果的种类很多，其中有的
内含对人体有害的毒素，缺乏经验的人很难辨别清楚，仅有
不随便吃野菜、野果，才能避免中毒，确保安全。

4、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食物腐烂变质，就会味道变酸、变
苦；散发出异味儿，这是因为细菌超多繁殖引起的，吃了这
些食物会造成食物中毒。

5、不随意购买、食用街头小摊贩出售的劣质食品、饮料。这
些劣质食品、饮料往往卫生质量不合格，食用、饮用会危害
健康。

常见的饮食卫生误区如下：

1、好热闹喜聚餐：

每当节假日，人们大多喜欢三三两两到餐馆“撮一顿”，或
是亲朋好友在家聚餐，又热闹又便于交流感情。这样做不利
于健康，不贴合饮食卫生，个性是当前这一十分时期，最好
实行分餐制。分餐的做法是对别人和自我生命健康的负责和
尊重。

2、用白纸包食物：

有些人喜欢用白纸包食品，因为白纸看上去好像干干净净的。
可事实上，白纸在生产过程中，会加用许多漂白剂及带有腐



蚀作用的化工原料，纸浆虽然经过冲洗过滤，仍内含不少化
学成分，会污染食物。至于用报纸来包食品，则更不可取，
因为印刷报纸时，会用许多油墨或其他有毒物质，对人体危
害极大。

3、用酒消毒碗筷：

一些人常用白酒来擦拭碗筷，以为这样能够到达消毒的目的。
殊不知，医学上用于消毒的酒精度数为75°，而一般白酒的
酒精含量多在56°以下，并且白酒毕竟不一样于医用酒精。
所以，用白酒擦拭碗筷，根本达不到消毒的目的。

4、抹布清洗不及时：

实验显示，在家里使用一周后的全新抹布，滋生的细菌数会
让你大吃一惊；如果在餐馆或大排档，状况会更差。所以，
在用抹布擦饭桌之前，应当先充分清洗。抹布每隔三四天就
应用开水煮沸消毒一下，以避免因抹布使用不当而给健康带
来危害。

5、用卫生纸擦拭餐具：

化验证明，许多卫生纸（尤其是非正规厂家生产的卫生纸）
消毒状况并不好，这些卫生纸因消毒不彻底而内含超多细菌；
即使消毒较好，卫生纸也会在摆放的过程中被污染。所以，
用普通的卫生纸擦拭碗筷或水果，不但不能将食物擦拭干净，
反而会在擦拭的过程中，给食品带来更多的污染机会。

6、用毛巾擦干餐具或水果：

人们往往认为自来水是生水、不卫生，所以在用自来水冲洗
过餐具或水果之后，常常再用毛巾擦干。这样做看似卫生细
心，实则反之。须知，干毛巾上常常会存活着许多病菌。目
前，我国城市自来水大都经过严格的消毒处理，所以说用洗



洁剂和自来水彻底冲洗过的食品基本上是洁净的，能够放心
食用，无须再用干毛巾擦拭。

7、将变质食物煮沸后再吃：

有些家庭主妇比较节俭，有时将轻微变质的食物经高温煮过
后再吃，以为这样就能够彻底消灭细菌。医学实验证明，细
菌在进入人体之前分泌的毒素，是十分耐高温的，不易被破
坏分解。所以，这种用加热方法处理剩余食物的方法是不可
取的。

8、把水果烂掉的部分剜掉再吃：

有些人吃水果时，习惯把水果烂掉的部分削了再吃，以为这
样就比较卫生了。然而，微生物学专家认为：即使把水果上
头已烂掉的部分削去，剩余的部分也已透过果汁传入了细菌
的代谢物，甚至还有微生物开始繁殖，其中的霉菌可导致人
体细胞突变而致癌。所以，水果只要是已经烂了一部分，就
不宜吃了，还是扔掉为好。

9、饮食卫生安全教育，饭前、便后要洗手。

10、不购买三无食品饮品（无产地、无生产日期、无保质
期）。

大班安全教案食品安全反思总结篇二

1、掌握什么是“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食
品”，掌握吃了这些食品会危害健康。

2、通过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等多种感官活动，掌握辨
别“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食品”的具体
方法。



3、增强对安全食品的自我意识，拒绝“垃圾食品”、“三无
食品”、“腐烂变质食品”，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4、增强安全意识，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危险的地方玩耍。

5、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二、活动准备

1、在家长的配合下，让幼儿简单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

2、课件、垃圾食品、腐烂变质食品、“三无”食品若干包和
其他安全食品若干包、装食品的篮子若干个。

三、活动过程

(一)应邀做客，激发兴趣小朋友们，在你们平时吃的食品中，
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它的外包装呢?知不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食
品?今天我收到了小熊寄来的邀请函，它邀请我跟你们一起去
他家做客，它要把它最喜欢的食品分给我们吃，那我们就一
起去看看吧!

(二)观察讨论，分析讲解，什么是“垃圾食品”、“三无食
品”、“腐烂变质食品”和“安全食品”

1、观看视频课件画面一，认识垃圾食品。

2、观看视频课件画面二，引导幼儿观察食品外包装，认
识“三无”食品。

教师分发一些食品给幼儿，并提醒幼儿认真观察食品的外包
装，并进行对比，再引导幼儿观察卫生条件极差的食品生产
小作坊后告诉幼儿在这种环境下生产出来的食品就是“三
无”食品。再由喜洋洋通过讲解进行小结，进而使幼儿明确
什么是合格和“三无”食品。



3、观察视频课件画面三，认识腐烂变质食品。

小熊又拿出它最喜欢的水果、鸡蛋(其中有些开始腐烂变质)
请客人吃。再一次提出问题：“这些食物有何不同?”幼儿进
行观察后讨论，然后进行总结：像这种开始腐烂有异味颜色
不鲜艳的食品就是腐烂变质食品，上面有大量有害细菌，不
能食用。

4、观察视频课件画面四，认识健康的食品。

教师出示健康食品的图片及标志，告诉幼儿什么样的食品是
健康的。

(三)采购食品，游戏巩固创设超市货架情境。食品架上混合
放着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食品和一些安全食品，
幼儿分成三个小组进行食品分类采购比赛，看哪一组采购的
食品又多又安全。教师以食品检验员的身份参与游戏。

活动延伸

请小朋友们回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看一看、找一找生活中还
有哪些食品是“垃圾食品”、“三无食品”和“腐烂变质食
品”。

活动反思：

活动中我结合当地幼儿的已有经验，使用了观察法、图示法
和实物操作法等教学方法。通过看一看，找一找，闻一闻，
画一画等环节，利用多种感官参与活动，了解了辨别食品安
全的方法。活动中，我先播放了小女孩超市购物的视频，经
过观看幼儿知道了购买商品应该了解的包装袋安全信息，但
是由于孩子对于包装袋安全信息接触少，所以提及安全标志，
生产日期等信息时，孩子们说不出。在讲述垃圾食品时，孩
子们经过鼓励，能说出身边常见的垃圾食品，但在绘画时多



数幼儿模仿了别人，没有画出不同的垃圾食品，需要鼓励。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达到了重点，难点也到了突破，不过在
活动中可以考虑投入更多的食品包装袋，让每位幼儿参与寻
找，体现幼儿自主性。

大班安全教案食品安全反思总结篇三

1.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2.能仔细观察、分析哪些食品时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
隐患。

3.在生活中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克制自己，少吃零食。 活动
准备：

1.各种食品包装袋及瓶、罐。

2.霉变及变质的食品若干。

。

2.观看ppt，认识生产日期和安全标记。教师出示ppt上的生产
日期及安全标志的图片，请幼儿观察并辨认。

了可能会生病。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是安全的，没有安全标志
的食品最好不要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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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如果你不会计
算保质期到什么时候，可以问问身边的大人。

3.观看ppt，学习分辨变质食品的正确方法。教师出示图上其
他三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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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实地观察分辨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我这里有一些食品的包装以及各种食品，请小朋友来当食品
检验员，检查一下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不安全。讨
论零食中的安全隐患，克制自己，少吃或不吃零食。

小结：所以，小朋友们要少吃或不吃这样的零食，才会健康
成长。

本次活动幼儿很积极，并都乐于参加讨论，虽然语言能力还
待提高，但是能认真观察图片。并仔细分析图片，是一个很
大的进步，我们把变质的食品让幼儿观察时候，幼儿更乐于
参加，充分说明，让幼儿积极参与的方法就是让每一位幼儿
都能参加并有实物研究。

大班安全教案食品安全反思总结篇四

1、了解食品的一些卫生常识，知道不讲卫生和垃圾食品对人
体的危害。

2、在抢答的活动中，区分绿色食品和垃圾食品的种类。

3、乐意吃一些比较有营养的绿色食品，并参与绿色食品游戏
赛。

4、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活动准备



1、一些和饮食卫生有关的图片若干。

2、幼儿用书人手一册，红色彩笔人手一支。

活动过程

一、幼儿进行谈话活动：

1.教师：你喜欢吃什么食品?为什么?

2.教师将幼儿说的各类食品一一贴在黑板上或快速地画在黑
板上，并进行分类。

二、通过观察幼儿用书，了解注意饮食卫生的重要。

1.看图说说：图上的小朋友在做什么?想一想这样做对吗?为
什么?

2.观察画面，说说：这些小朋友怎么啦?他们为什么会生病?

3.观察一名肥胖儿童：他为什么会这么胖?(他吃的东西太多
了、甜食吃多了、油腻的食物吃多了……)

三、引导幼儿参与讨论：吃什么食品比较好?什么样的食品要
少吃，为什么?

四、请幼儿在纸上记录绿色食品和垃圾食品。

教师请幼儿谈论自己记录的结果，并将记录的结果进行总的
汇合，找出的食品和最差的食品，并给以“绿色食品”
和“垃圾食品”的称号。

五、食品抢答，教师报出食品的名称，请幼儿说出垃圾或绿
色食品。



1.教师：水果、蔬菜。

幼儿：绿色食品;

2.教师：薯片、妙脆角、炸鸡腿。

幼儿：垃圾食品。

六、引导幼儿评选出2个绿色食品。

教师请3位幼儿上来分别扮演3个绿色食品，并站成一排。开
展游戏《蹲一蹲》玩法：分别说出自己蹲和别人蹲，要接得
快。例如：有绿色实物：黄瓜、西红柿、青菜，第一个是黄
瓜说：“黄瓜蹲，黄瓜蹲，黄瓜蹲完了青菜蹲。”青菜听到
后，立即接上来说：“青菜蹲，青菜蹲，青菜蹲完了西红柿
蹲。”然后，继续接说……说错了，就换人接着游戏。

食品安全

活动目标：

1、积极参与集体讨论活动。

2、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3、能够辨别食品的安全，购买健康合格产品。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初步了解预防疾病的方法。

活动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活动难点：能够辨别食品的安全，购买健康合格产品。

活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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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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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食垃圾食品

1.通过活动，让幼儿认识到垃圾食品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2.教育幼儿自觉抵制垃圾食品，坚决拒食垃圾食品。

3.培养幼儿自觉保护身体健康的意识。



4.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认识垃圾食品对人体的危害。

难点：自觉拒食垃圾食品。

活动准备

口袋、小食品、有关内容图片

活动过程(活动过程的表述不必详细到将教师、学生的所有对
话、活动逐字记录，但是应该把活动的主要环节很清楚地再
现，即开始环节、基本环节、结束环节、延伸环节。注：重
点表述基本环节)

一、开始部分

1.人每天都要吃营养丰富、品种多样、绿色安全的食品。比
如：粗细粮食、豆制品、蔬菜水果等。

2.出示神秘口袋

(1)让小朋友猜一猜口袋里装了什么东西，引起幼儿注意。

(2)老师出示口袋里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小食品，让幼儿认
识。

二、基本部分

1.出示有关内容图片，让幼儿观察。



图一：小朋友在买小食品;

图二：小朋友在津津有味的吃小食品;

图三：小朋友捂着肚子很难受;

图四：小朋友躺在床上生病了;

2.老师提出问题：图上的小朋友怎么了?他为什么生病了?(幼
儿自由发言)

3.教师小结：图上的小朋友吃了小食品闹肚子，因为那些小
食品都是一些不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卫生条件差，不干净;而
且里面还添加了化工原料，对身体有害，所以，我们叫它垃
圾食品。

4.请有亲身经历的幼儿讲述吃小食品对身体的害处

5.讨论：怎样用实际行动拒食垃圾食品。(幼儿自由讨论)

6.教师小结：自觉拒食垃圾食品，让父母帮助选择营养丰富、
绿色健康食品;大家相互监督，远离垃圾食品，保护自己的身
体健康。

三、活动延伸

让幼儿把这节活动内容带给其他班的小朋友，带给身边所有
的人，共同拒食垃圾食品。

大班安全教案食品安全反思总结篇五

1、积极参与集体讨论活动。

2、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3、能够辨别食品的安全，购买健康合格产品。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重点：

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活动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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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我结合当地幼儿的已有经验，使用了观察法、图示法
和实物操作法等教学方法。通过看一看，找一找，闻一闻，
画一画等环节，利用多种感官参与活动，了解了辨别食品安
全的方法。活动中，我先播放了小女孩超市购物的视频，经
过观看幼儿知道了购买商品应该了解的包装袋安全信息，但
是由于孩子对于包装袋安全信息接触少，所以提及安全标志，
生产日期等信息时，孩子们说不出。在讲述垃圾食品时，孩
子们经过鼓励，能说出身边常见的垃圾食品，但在绘画时多
数幼儿模仿了别人，没有画出不同的垃圾食品，需要鼓励。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达到了重点，难点也到了突破，不过在
活动中可以考虑投入更多的食品包装袋，让每位幼儿参与寻
找，体现幼儿自主性。

大班安全教案食品安全反思总结篇六

活动目标：

1、幼儿在探索和实践活动中，逐渐掌握投掷的基本方法。

2、通过活动，培养幼儿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体验成功的快
乐。

活动准备：

纸飞机、塑料圈若干等。

活动重点：

投掷的方法——————手臂弯曲在肩上，两脚前后分开放，
身体后仰，用力蹬地投向前方。

活动过程：



活动身体——————分散探索——————集体游
戏——————放松活动

一、活动身体：

1、队列训练

2、准备操练习：运动模仿操

二、分散探索：

1、自由尝试

带领幼儿到“飞机场”，告诉大家：今天老师做指挥官，你
们做飞行员，请大家拿起飞机练习一下，看看谁的飞机飞得
远。

2、介绍方法：

根据观察，请幼儿说说“你的飞机为什么远”。教师示范，
边用儿歌的形式总结。（手拿飞机放肩上，身体往后靠一靠，
预备开始向上飞。）

再次分散练习。

3、飞行员特技表演：

前面出现了“三个山洞”，让我们想想办法穿过它。（想到
要射得高、对准目标）

4、竞赛活动：

小飞行员们的本领真大，现在我们分两队进行比赛。

介绍规则：前面有三条不同颜色的绳子，分别代表着不同的



分数，等会儿我们比赛时要记分的。如果你的`飞机飞在了红
绳内，就是一分——————（分两组进行）并请6分、5
分——————的幼儿出列，教师给予鼓励。

根据幼儿投掷情况，再次巩固方法，请投得远的幼儿示范，
并帮助分数低的幼儿。

第二次比赛。

5、集体游戏：打怪兽

你们的本领练得真棒，司令员知道了就派我们去火星执行重
要任务，打败怪兽。这里旅程很远，要经过太空隧道、银河、
火山，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注意。走，跟着指挥官行动吧！
（利用休闲区进行）

火星到了，瞄准目标，准备射击，打！

三、放松活动：

1、怪兽被我们打败了，说说我们为什么会胜利的？

2、自由结伴游戏。

活动反思：

在运用手中纸飞机的自主学习中，为了使幼儿体验快乐和成
功，我时刻关注幼儿学习的态势，幼儿大胆创新、积极尝试；
在进行比赛时，他们分组合作，显示出幼儿不再是孤立的学
习者，而是愿意与小伙伴一起进行研究学习。

大班安全教案食品安全反思总结篇七

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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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有些学生在吃了一些食品之后会有腹泻、腹痛、呕吐等现
象。

2、让学生说一说怎样区分问题食品，预防食品中毒。

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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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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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特别是饭前便后，用除菌香
皂，洗手液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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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不喝生水，建议喝标准的纯净水，从家里所带腌制品在校
不能超过2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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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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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