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教案食品安全及反思(精选9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
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小班教案食品安全及反思篇一

教学目的：

指导学生学习一些有关食品安全等知识，使学生懂得安全的
重要，在购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从而树立安全意识，
从精神上远离安全隐患，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使学生安全、
健康地成长。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生活中仍然有许多事
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成事
故。

二、谈谈食品安全要注意什么？

1、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湿、擦、搓、捧、干”，人人饭前便后不忘做，病菌不入
口。

2、路边饮食、零食拒入口，疾病远离我。



3、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不吃隔餐食品、牛奶。

4、购买眼睛、鳞片明亮有光泽、肉质有弹性、无腥臭味的鱼；
呈粉红色具弹性的肉；绝不买头、脚部以及尾扇部变黑、头
部快脱落的虾。

5、防交叉污染：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贮放；烹调时，
生、熟食分开处理，保持餐具与食器清洁。

6、禽畜类食物先除去内脏、清洗，并依每餐份量个别包装存
放冰箱；蔬菜去污、除烂叶，不以一般报纸（可用白报纸）
包裹z冰箱内，防油墨食入体内有碍健康。

三、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食品卫生习惯。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不购买“三无食品”。就
是没有商标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
有厂址的食品不能买。天气炎热，微生物繁殖迅速，食品容
易腐烂变质，一旦不注意易发生食品中毒，故烹调及保存食
物时应特别注意卫生，尤其是厨房环境设施卫生、个人卫生
及食品原材料调理都要注意。

2、除了服药预防外，食疗也是方便可行的选择。一根白萝卜、
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
就能够达到增强呼吸道防护能力的作用。

四、发生身体不适怎么办？

1、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2、饮水。立即喝下大量洁净水，稀释毒素。

3、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能将胃里的食物吐出。



4、用塑料袋留好呕吐物或粪便，送医院检查，以便于诊断。

5、出现脱水症状（如皮肤起皱、心率加快等），应尽快将中
毒病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五、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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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教案食品安全及反思篇二

1、使学生了解食品污染的知识，使学生了解食品中毒的相关
教育知识。

2、教育学生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及预防措施。

教学重点

对食品污染和中毒的预防。

教学过程

一、图片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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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点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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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食的优良习惯。其次做到"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吃
不洁瓜果、不吃腐败变质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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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别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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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食物中毒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养成优良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良的个人卫
生习惯会把致病菌从人体带到食物上去。

（2）选择新鲜和安全的食品。

（3）食品在食用前要彻底清洁。

（4）尽量不吃剩饭菜。

（5）不吃霉变的粮食、甘蔗、花生米，其中的霉菌毒素会引
起中毒。

（6）警惕误食有毒有害物质引起中毒。

（7）不到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小摊贩处购买食物。

（8）饮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不喝生水或不洁净的水。

总结



小班教案食品安全及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观察食品发霉变质的过程。

2、知道发霉的食品是不能吃的。

3、培养持续科学探究的兴趣。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发霉了》、白面包数片、盘子、保鲜膜、水、冰
箱、显微镜、纸、蜡笔、白纸

活动过程：

1、请幼儿自主阅读幼儿用书《发霉了》，

集体讨论：

这些是什么食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食物发霉了呢？

发霉的食物还可以吃吗？为什么？

2、请幼儿分组进行试验：

将一片干面包和一片喷过水的面包分别放在盘子里，用保鲜
膜封起来，在上面贴上标签，写上日期。



将干面包和喷过水的面包一起放在科学活动区。

为每一位幼儿提供一份“实验观察记录表”，提醒幼儿每天
去观察面包是什么样子的，颜色有什么变化，按照日期记录
下来。

小班教案食品安全及反思篇四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发霉了》、白面包数片、盘子、保鲜膜、水、冰
箱、显微镜、纸、蜡笔、白纸

活动过程：

1、请幼儿自主阅读幼儿用书《发霉了》

集体讨论：

这些是什么食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发霉的食物还可以吃吗?为什么?

2、请幼儿分组进行试验：

将一片干面包和一片喷过水的面包分别放在盘子里，用保鲜
膜封起来，在上面贴上标签，写上日期。

将干面包和喷过水的面包一起放在科学活动区。

为每一位幼儿提供一份“实验观察记录表”，提醒幼儿每天
去观察面包是什么样子的，颜色有什么变化，按照日期记录
下来。

3、等面包过几天后出现黑黑的霉菌，请幼儿一起分享他的.



观察与发现，并一起算算第几天开始发霉的，将天数记录下
来。

小班教案食品安全及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知道基本的饮食卫生常识：餐前要用肥皂洗净双手，
生食瓜果须洗净去皮，不叹食街头小吃。

2.初步培养幼儿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活动准备：

洗干净的苹果一只，水果刀一把。

洗净去皮苹果每人一小块，放在干净盘内。

活动过程：

1.边讲故事边启发幼儿思考洋洋为什么肚子疼。

(1)有一天幼儿园放学了，妈妈来接洋洋回家。路上，洋洋的
肚子饿了，他吃了羊肉串。

(教师可代替“医生”告诉幼儿：路边摊位上的小吃不干净，
不能吃;没有洗、没有削皮的水果也不能吃。)2.进一步启发
幼儿讨论还有哪些类似的东西不能吃。

如，路边的糖葫芦、小水饺、无遮盖的点心等。

3.现场示范：瓜果洗净去皮。

4.请幼儿洗手、吃苹果。



《不乱吃东西》

一、活动目标：

1、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幼儿懂得随便乱吃东西的危害性。

2、引导幼儿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3、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及应对安全事件的能力。

二、活动准备：

课件《进餐时》、《肚子为什么疼》;情景表演《好吃的
鱼》;图片：

1、老鼠、苍蝇叮咬过的食物。

2、过期的食物。

3、腐烂变质的食物。

4、假冒、劣质的食物。

5、没洗干净的;每组一小筐(内有图片如：幼儿一边走一边喝
水;吃饭时在说笑;吃大量的雪糕;把铅笔放入口中等)

三、活动过程：

一、真实案例

《卡在气管里的五角星》(用讲故事的形式即可!可以告诉幼
儿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教师讲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5岁的龙龙突然咳嗽
不停，而且有时喘不气来，晚上也睡不好觉。爸爸妈妈赶快



带他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做很多的检查才判断是得了重感冒，
果住院治疗了一个周，病情有所好转，便回家了，可是回到
家后，龙龙又咳嗽不停，整天晚上睡不着觉，躺不下，又坐
不下，可难受了。爸爸妈妈担心死了。着急的父母又搭车来
到了离家很远的医院，最后经过一位有经验的老医生的检查，
这位医生从他喉咙的侧面取出了一个大大的铁制的五角星。
医生说这个五角星卡在的地方，一般的检查很难发现，幸亏
爸爸妈妈及时来到了这里，要不会有生命危险的。经过医生
的精心治疗，龙龙的病终于好了。医生告诉龙龙说：“以后，
一定不能把一些危险的东西放入口中。”

讲述完后提问：

1、这个故事的名称叫什么?

2、龙龙的身体好受吗?

3、一开始，医生检查出五角星了吗?为什么?

4、龙龙的爸爸、妈妈心里怎样?

5、最后，医生从他气管里取出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6、医生对龙龙说了什么?

7、你还知道哪些东西特别危险，不能放入口中?

小结：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真实的故事时，我的心里和龙
龙的爸爸、妈妈一样着急，龙龙怎么能把那么大的五角星放
入口中，幸亏医生爷爷的高招技术救了龙龙。希望所有的小
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千万不能随便往嘴里乱放东西。

二、观看课件引导幼儿讨论

1、课件《进餐时》



内容：幼儿在吃饭时，有的在说笑，有的在扔饭，有的嘴里
含着饭在玩玩具，跑闹。

观看后讨论：小朋友这样做，对吗?为什么?

小结：人在吃饭时，饭宝宝都要经过气管，再到胃，如果吃
饭时说话，疯闹，饭宝宝就会走错路，也就容易呛伤，严重
者饭卡在气管里，会因为喘不上气来而死亡。所以小朋友吃
饭喝水时，一定要安静，不能说笑，打闹。

2、课件《肚子为什么疼》

食品健康活动:《猫妈妈的小吃》

活动目标：

1.进一步巩固幼儿正确洗手的方法及吃东西前要洗手

2.初步了解什么的“地沟油”，并学会拒绝路边的小吃

3.懂得卫生、健康的饮食对身体的重要性

活动过程：

一.出示正确洗手的步骤图，引导幼儿巩固正确洗手的方法

2.提问：如果小朋友们不洗手就拿东西吃会怎么样?(引导幼
儿说说洗手的重要性)

3.小结：我们要做勤洗手、讲卫生的健康的小朋友

二.教师讲述故事《猫妈妈的小吃》，引导幼儿理解路边小吃
好吃但不卫生的道理

1)提问：小狗为什么生病了?当小狗想买猫妈妈的小吃时，狗



妈妈说了什么?(引导幼儿根据故事内容回答)

2)提问：当小猫想吃妈妈的小吃时，猫妈妈说了什么?(引导
幼儿根据故事情节回答)

2.请幼儿说说，除了在路边的小吃摊上见过地沟油，哪里还
有地沟油?

三.师幼讨论：怎样让我们身边的人知道吃路边不健康的小吃
的危害?

1.请小朋友回家告诉自己的朋友和亲人

2.制作食品安全、健康的标志，让更多人知道。

小班教案食品安全及反思篇六

1、观察食品发霉变质的过程。

2、知道发霉的食品是不能吃的。

3、培养持续科学探究的兴趣。

4、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1、请幼儿自主阅读幼儿用书《发霉了》，

集体讨论：

这些是什么食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食物发霉了呢？



发霉的食物还可以吃吗？为什么？

2、请幼儿分组进行试验：

将一片干面包和一片喷过水的面包分别放在盘子里，用保鲜
膜封起来，在上面贴上标签，写上日期。

将干面包和喷过水的面包一起放在科学活动区。

为每一位幼儿提供一份“实验观察记录表”，提醒幼儿每天
去观察面包是什么样子的，颜色有什么变化，按照日期记录
下来。

小班教案食品安全及反思篇七

1、使学生了解食品污染的知识，使学生了解食品中毒的知识。

2、学生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及预防措施。

对食品污染和中毒的预防

食品污染是怎么回事？食品（食物）从其作物生长到收获、
采摘，从生产加工、运输、贮存、销售直到食用前的每个环
节中，由于各种条件，多方因素的作用及影响，使原来无毒
无害的食品，混进了某些有毒有害的物质，降低了食品的营
养价值和卫生质量，人吃了这样的食品就能对人体健康带来
不同程度的`危害，这叫食品污染。

食物中毒是人吃了有毒食物所引起的一类急性疾病的总称。

（一）细菌性食物中毒

细菌性食物中毒，主要发生于温度较高的夏秋季，因为这个
时期的气温适合病原菌增殖和产毒，致使病原菌污染食品而
发生中毒。动物性食物引起中毒表现为发热、头痛、头晕、



食欲不振，继而出现恶心、呕吐、腹泻一日可达7－8次，发
烧38－40℃。严重者血压下降抽风、昏迷、重症病人可因心
衰、肾衰导致死亡。

预防：加工肉类制品时必须生熟食品分开，保存时要低温贮
藏或

用盐腌煮肉时肉块不应超过2公斤，厚度不超过8公分，煮沸3
小时以上，蛋类要煮沸10分钟以上。前一餐剩下的食物一定
要回锅加热后再食用。

（二）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

1、豆角中毒

一般豆角不中毒，但食用没熟透的豆角能引起中毒，原因可
能与豆角中含有红细胞凝集素没被加热破坏有关。豆角中毒
潜伏期短，最快食后10分钟发病，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
腹泻、头痛、头晕，有的出现胸闷，出冷汗，四肢麻木等。

预防措施：菜豆宜炖食，加工时间要长，可使毒破坏，切不
能急炒，更不宜凉拌。

2、芽土豆中毒、毒蘑菇中毒

（三）化学性食物中毒

1、蔬菜不新鲜，腐烂变质时可能产生亚硝酸盐中毒。蔬菜在
腌制过程中也能产生亚硝酸盐。制作熟食加过量的发色剂，
亚硝酸盐过量引起中毒。

2、有机磷农药中毒

那么怎样预防食物中毒呢？



1、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良的个人卫生
习惯会把致病菌从人体带到食物上去。

2、选择新鲜和安全的食品。

3、食品在食用前要彻底清洁。

4、尽量不吃剩饭菜。

5、不吃霉变的粮食、甘蔗、花生米，其中的霉菌毒素会引起
中毒。

6、警惕误食有毒有害物质引起中毒。

7、不到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小摊贩处购买食物。

8、饮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不喝生水或不洁净的水。

总结：只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认真学习食品卫生知识，
掌握一些预防方法，提高自我卫生意识，就能最大限度减少
食物中毒的风险度，预防食物中毒，保证我们同学们的身体
健康。

幼儿园教学目的：指导学生学习一些有关食品安全等知识，
使学生懂得安全的重要，在购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
从而树立安全意识，从精神上远离安全隐患，加强自......

小班教案食品安全及反思篇八

1、引导幼儿认识家庭中的易碎物品，学会正确使用玻璃制品、
陶瓷制品。

2、让幼儿知道易爆物品带来的危险，远离啤酒瓶等易爆物品。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1、常见的玻璃制品(玻璃杯、玻璃瓶、体温计等)各种瓷
器(瓷瓶、瓷盘、瓷碗等)以及他们的外包装若干。

2、幼儿用书第14---15页，或多媒体教学资源(1)《哪些物品
容易碎》(2)《快快提醒他们》。

1、幼儿分组观察，了解玻璃制品、陶瓷制品的特征。

(1)请幼儿说出这些物品的名称和用途。

(2)讨论：这些物品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应该怎样正确取放这
些物品?

(3)教师小结：这些物品容易碎，应该轻拿轻放。万一不小心
打碎了，要先告诉大人，并自己学着用正确的方法清理，当
心碎片伤到自己。

2、出示体温计，学习正确测量体温的方法。

请幼儿尝试使用体温计，教师介绍使用体温计时的注意事项。

教师小结：体温计是测量身体温度用的，里面有一种物质
叫“水银”，如果不小心碰碎了体温计，里面的“水银”就
会流出来，污染空气，如果接触到“水银”还可以使人中毒。
所以使用时要轻拿轻放，妥善保管。

3、案例讨论《爆炸的啤酒瓶》

(1)教师讲述案例：

爷爷买了两瓶啤酒，浩浩发现了，拿起一瓶在地上滚来滚去，



，突然“嘭”的一声巨响，啤酒瓶爆炸了。碎片将浩浩的右
手扎了两个大口子，血流不止。爸爸急忙把浩浩送进医院，
经过紧急抢救，浩浩的右手还是留下了永久的伤疤。

(2)讨论：浩浩的右手被什么弄上的?啤酒瓶为什么会爆炸?

教师小结：有一些物品不仅容易碎，而且使用不当会发生爆
炸，我们小朋友要远离这些容易爆炸的物品。

4、观看多媒体教学资源，能正确识别易碎品，知道怎样安全
使用这些物品，能够远离易爆的物品。

5、仔细观察容易碎物品的外包装，认识易碎物品的标志。

1、与家长一起阅读、操作幼儿用书第14----15页。

2、回家找一找家里有哪些物品容易碎，制作统计表。

生活中孩子们经常使用易碎物品，通过本次活动中孩子们了
解了玻璃制品和陶瓷制品容易碎的知识，懂得了怎样使用容
易碎的物品，更懂得了远离易爆炸的物品，提高了孩子们的
自我保护意识。

小班教案食品安全及反思篇九

一、活动名称：病从口入

一、活动对象：小班幼儿（3-4岁）

三、活动目标

2.知道吃东西前要洗手，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3.学习正确的洗手方法。



四、场景创设

1.教学课件准备

2.食物道具

五、活动开展

1.知识学习

（1）教师播放教学课件，画面呈现：一个小朋友正准备与小
伙伴一起玩游戏，但是突然肚子很疼，在地上打滚，他的脸
上出现比较痛苦的表情，手捂肚子，嘴里说着“哎呦，哎呦，
怎么肚子好痛啊！不行，我要去上厕所啦！”

教师提问

t：哎呀！画面中的小朋友怎么啦？

幼儿进行猜想，讨论小朋友怎么啦？

t：小朋友为什么会这样？

c：?

t：他可能吃不干净的东西了。

他可能吃东西时没洗手吧。

他可能吃了放坏的东西了。

（2）教学课件呈现小朋友二次出现的画面，痛苦的表情正在
挂吊瓶。



t：小朋友，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肚子痛，还要挂吊瓶吗？我
们一起看看是怎么回事呢？”

（3）观看教学课件：课件内容显示小朋友因为没有在吃东西
前洗手并且吃掉了发霉变质的食品。

教师提问：

t：他为什么会生病呢？

c：?

t：吃东西前没有洗手。他吃的东西怎么啦？

c：?

t：他吃了发霉，变质，过期的面包。这些东西能吃吗？为什
么？

c：?

t：变质食物有细菌吃了会生病，有时严重还会中毒呢！

教师小结：画面上的小朋友的病是因为他不讲究饮食卫生，
吃东西前不洗手，吃了发霉变质的食品，吃了不干净或细菌
超标的食品就会引起人的身体不适的。

2.体验环节

（1）食物放大镜：认识什么样的食物不能吃？

教师向幼儿展示各种食物，让幼儿观察食物是否新鲜或变质。
（提示：展示的各种食物是幼儿生活中常见到的或是经常食
用的，食物最少展示8—10种，这些食物有些是新鲜的，有些



是变质的）

（2）全体总动员——学习5步洗手法

t：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我们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随便
吃发霉变质的食物还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
手，那么究竟怎样洗才能把手洗干净呢？我们一起来学一学5
步洗手法。

先把双手放在水里浸湿。（儿歌：湿湿手）

用洗手液将手心和手背都擦遍。（儿歌：打肥皂）

搓搓手心，再搓搓手背，双手交叉搓一搓）。（儿歌：搓搓
手心，搓搓手背，双手交叉一二三）用清水将手上的泡泡洗
干净。（儿歌：冲冲水，洗干净）

最后用干净的毛巾把手擦干。（儿歌：甩甩手，擦擦干，我
的小手真干净）

3.测试（多媒体一体机以图片的形式出示题枝，教师请幼儿
作答，没有多媒体一体机的`幼儿园也可用图片代替）

（1）请小朋友指出下面哪杯牛奶可以喝？

a.变质的牛奶（图）

b.未变质的牛奶（图）

（2）请小朋友选一选下面哪个面包不能吃？

a.有葡萄干的面包（图）

b.有小霉点的面包（图）



（3）下面小朋友在吃食物之前的行为中哪些是不利于身体健
康的？

a.检查食物有没有霉点（图）

b.脏手拿食物（图）

（4）什么是变质的食品，不能吃的食品

a.发出难闻味道的食物（图）

b.长了小斑点的食物（图）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的表现真不错，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啦，
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在吃食物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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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活动延伸

1.在家庭中：家长可以在生活中让幼儿辨认发霉变质的食物，
知道过期食物与新鲜食物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