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全食品袋上的秘密教案(通用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
大家学习。

安全食品袋上的秘密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知道食品袋上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要食用新鲜的食品。

2、了解几种常见的保存食物的方法，如冷藏、冷冻、干燥、
罐装等。

活动准备：

数个食品外包（多品种），牛奶包装，教室里面的`各种废旧
物品

活动过程：

一、教师引导幼儿初步了解事物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谈话导入

师：老师今天的身体有点不舒服，我的肚子有点疼，你们知
道怎么回事吗？

（幼儿猜测）



二、教师组织幼儿观察大家事先收集的食品外包装。

引导幼儿讨论：你发现食品袋上有什么？包装上为什么要注
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教师小结：在购买食品时要注意看清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吃上新鲜、卫生的食物。

三、教师和幼儿共同进行食品保存方法的调查。

教师激发幼儿的调查兴趣。

师生小结：一般来说，饮料的保质期都在哪里？（瓶口上）
盒子包装的保质期在哪里啊？（盒子底部）口袋食品的保质
期在哪里啊？（口袋边上）原来他们的位置都不一样的啊
（师：那保质期的时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回家的时候你
们看看再告诉我。）

五．总结：

我们知道食品袋上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作用，所以我们买
东西要认真看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也了解几种常见的保存食
物的方法，如冷藏、冷冻、干燥、罐装等。

安全食品袋上的秘密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食品袋上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要食用新鲜的食品。

2、了解几种常见的保存食物的方法,如冷藏、冷冻、干燥、
罐装等。

3、乐意参加调查实践活动,能和同伴相互配合完成调查内容。



4、体验游戏的快乐。

5、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过程:

1、教师引导幼儿初步了解事物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教师组织幼儿观察大家事先收集的食品外包装。

引导幼儿讨论:你发现食品袋上有什么?包装上为什么要注明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教师小结:在购买食品时要注意看清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吃上新鲜、卫生的食物。

2、教师和幼儿共同进行食品保存方法的调查。

教师激发幼儿的调查兴趣。

教师:你知道怎样才能让食物保持新鲜呢?有哪些常见的方法?

教师出示调查表,和幼儿讨论如何完成调查表。如:两两结伴,
一个人记录,一个人讲述;学习用符号和图画来表示发现的内
容;要专心完成任务,不能开小差等等。

教师引导幼儿两两结伴,一同到附近的超市中完成调查任务,
并将自己的调查结果详细地记录在表格中。

1、幼儿整理、统计调查表。

教师请幼儿展示自己的调查表,并介绍自己调查的结果。

教师和幼儿一起讨论:怎样将大家的调查结果展示在一张大的
图表上?



引导幼儿分头进行统计,并邀请几名幼儿记录。

教师和幼儿一同完成统计表,并张贴在活动室。

教学反思

我觉得本次活动的亮点就是充分的体现了幼儿的主动性，以
孩子的主动观察、探索为主。以及教师的退位。在活动中，
从最初幼儿找出各种标志，通过观察猜想它们的含义到在表
格中检查标志，分类找出食品，处处体现出教师在活动中的
退位，使幼儿成为了本次活动的主体。充分的体现了孩子的
主动观察和主动探索。

安全食品袋上的秘密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知道食品袋上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要食用新鲜的食品。

了解几种常见的保存食物的方法，如冷藏、冷冻、干燥、罐
装等。

活动过程：

1教师引导幼儿初步了解事物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教师组织幼儿观察大家事先收集的食品外包装。

引导幼儿讨论：你发现食品袋上有什么?包装上为什么要注明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教师小结：在购买食品时要注意看清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吃上新鲜、卫生的食物。



2、教师和幼儿共同进行食品保存方法的调查。

教师激发幼儿的调查兴趣。

教师：你知道怎样才能让食物保持新鲜呢?有哪些常见的方
法?

教师出示调查表，和幼儿讨论如何完成调查表。如：两两结
伴，一个人记录，一个人讲述;学习用符号和图画来表示发现
的内容;要专心完成任务，不能开小差等等。

教师引导幼儿两两结伴，一同到附近的超市中完成调查任务，
并将自己的调查结果详细地记录在表格中。

1、幼儿整理、统计调查表。

教师请幼儿展示自己的调查表，并介绍自己调查的结果。

教师和幼儿一起讨论：怎样将大家的调查结果展示在一张大
的图表上?

引导幼儿分头进行统计，并邀请几名幼儿记录。

教师和幼儿一同完成统计表，并张贴在活动室。

活动反思：

指南中指出：“知道必要的安全知识保健知识，学习保护自
己”，在日常生活中孩子非常青睐与各种包装食品，为了加
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学会选择安全的食品。在活动中引
导幼儿观察袋袋的秘密。大班幼儿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
所以让幼儿自由寻找袋袋上有什么时?小朋友就能找出一些日
常爸爸妈妈注意的，例如：食品的生产日期、食品的使用方
法、食品的'保存方法等等。在活动总我们增加了一个完整的
观察，这时给于幼儿一个全面的了解，了解包装袋袋上除了



日常要注意的一些，还有很多的信息。例如：食品的营养成
分、食品的广告介绍、食品的厂家等等。通过全面的了解，
让幼儿知道买食品，不能买三无产品，要到正规的商店进行
购买正宗的食品。同时，针对包装袋袋上请爱护环境的标志，
对幼儿进行教育。让幼儿做到吃完食品把袋袋扔到垃圾箱里，
做一个讲卫生的好孩子。

安全食品袋上的秘密教案篇四

本次活动，我做了深层次的修改，我觉得让幼儿调查食物如
何保持美味、新鲜的方法，可以放在幼儿认识食品包装袋之
后，利用走进社区活动来进行。今天的活动我把重点放
在“发现食品袋上的信息，以及与身体健康的重要关系”这
个方面，得到了孩子的认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活动中，我让家长帮助孩子准备一袋食品，让孩子们自由
观察探索，并学习用笔记录的方式记录食品袋上的信息。通
过记录，我觉得对大班幼儿来说有以下几点好处：

一、记录有利于幼儿对过程的记忆。

幼儿的思维是从记忆开始的，听会忘记，做能学会，记录才
能保持记忆。在本次活动中，我没有采取说教的方式，让幼
儿跟着我的思路进行观赏；也不是让孩子随意看看随意说说；
而是采取了记录的方式，孩子们在不受限制和拘束中，通过
自身的感知探究，获得了广泛的'生活经验、感受到了发现的
快乐，在集体面前能按照自己的记录大胆地讲述出来。

二、记录有利于幼儿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在活动中，通过观察——记录——讲述——再观察的循环过
程，养成了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当我出示实物食品包装袋
之后，孩子就对包装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观察过程中，
孩子看看、说说、记记，找出了qs标志、防伪条码、保质期、



食材介绍、扔垃圾标志等等，也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qs
标志是什么意思？”“防伪条码我妈妈手机上能扫描呢。”
就这样，孩子们在不断观察中发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在
观察、记录、表述，这样反复的过程中，培养了孩子对待事
物细心、认真、持久的态度。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生活现象值得孩子去观察、记录、
讨论、整理……，这样的获得是最直接的经验，这样的知识
是最有实质意义的知识，这样的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生活，
让记录伴随幼儿成长。

安全食品袋上的秘密教案篇五

1、喜欢参与科学探究活动，能主动的发现食品包装袋上的各
种标志。

2、能观察各种食品包装袋上的图文标志，理解不同的标志代
表不同的含义。

3、知道食品包装袋上应具备这些标志的食品才是安全的，有
自我保护的意识。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引导幼儿观察、发现食品袋上的标志，并理解不同标
志的含义。

难点、知道食品包装袋上应具备哪几种标志的食品才是安全
的，并在表格中找出各类标志。



活动准备

1、收集各类带有不同图文标志的食品包装袋布置成超市。

2、用白纸遮住底部文字注解的各种食品标志图片。

3、大小表格、小小质检员挂牌、铅笔、两个不同颜色的大塑
料篮和六个小篮子。

活动过程

一、游戏引入，发现标志。

1、以幼儿购物引入活动，提出问题。

问、“你选的是什么食品，你为什么选它?原来很多小朋友只
是通过包装袋的漂亮、感觉这种零食很好吃来选择食品的，
其实食品包装袋上有很多的秘密――各种标志，它们分别代
表食品是安全的、绿色的、没有过期的?小朋友们，你能把它
找出来吗?”

2、幼儿通过观察，找出包装袋上有的各类标志。

二、主动探索，理解标志。

1、老师将幼儿找出来的主要标志以图片的形式贴于黑板上。

(1)质量安全(2)食品的身份证(3)食品安全食用期(4)绿色食
品

2、请幼儿猜猜每个标志分别所代表的意思。

问、“这些包装袋上的秘密被我们找出来了，那它们分别代
表什么意思呢?你能告诉我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3、教师归纳、总结标志的正确含义。

三、加深理解，讨论危害。

四、扮演角色，检查标志。

1、老师出示大范例，讲清填表的细则。

2、幼儿扮演小小卫生质检员，到超市检查食品袋上的标志，
并将合格、不合格的食品分类放。

3、请幼儿拿着表格分享讲述自己检查的结果，将不合格的食
品进行销毁，结束本次活动。

教学反思

我觉得本次活动的亮点就是充分的体现了幼儿的主动性，以
孩子的主动观察、探索为主。以及教师的退位。在活动中，
从最初幼儿找出各种标志，通过观察猜想它们的含义到在表
格中检查标志，分类找出食品，处处体现出教师在活动中的
退位，使幼儿成为了本次活动的主体。充分的体现了孩子的
主动观察和主动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