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15 篇) 

作为一名老师，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教学，教案有助于顺利

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我们该怎么去写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欢迎阅读与收藏。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 1 

教学目标： 

1、知道小食品有优劣之分，知道不能随便吃东西。 

2、知道一些辨别优劣食品的方法。 

3、知道要到正规的商家购买食品，不能在小摊贩上购买不正规的

食品。 

教学准备： 

1、幼儿从家带小零食。 

2、准备对比性较强的 x 种食品。 

3、由劣质食品引起幼儿生病的图片若干。 

教学过程： 

一、出示图片导入 

提问： 

1、图上的小朋友怎么了?(生病了) 

2、为什么会生病呢? 

导入故事《贪吃的 xx》。 

二、教师讲述故事《贪吃的 xx》 

边看图片边讲述，讲完后提问： 

1、xx 怎么了?(生病了。) 

2、为什么会生病呢?(乱吃东西。) 

3、他吃的东西在哪儿买的?(小摊贩上。) 

4、他都买了哪些食品?(劣质的方便面，没有生产日期的果冻，面

包，还有一些黑黑的辣丝等。) 

5、这些东西能吃吗?为什么? 



6、医生对 xx 是怎么说的?(xx 的病是他贪吃，乱吃造成的，小朋

友要吃干净有营养的食品，不能购买小摊贩上的“三无”产品，吃了

不干净或细菌超标的食品就会引起人的身体不适的。) 

7、xx 后来是怎么做的?(再也不多吃乱吃东西了。) 

三、怎样辨别小食品的优劣呢? 

教师出示一件劣质的小食品和一件正规厂家生产的小食品，引导

幼儿观看： 

1、看外包装图案。(是否鲜艳清晰。) 

2、看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 

3、看里面的物品，优劣进行比较。 

4、比较这些物品的购买处。 

教师小结简单的辨别食品优劣的方法。 

四、幼儿拿出自己带来的小食品。 

1、引导幼儿查看外包装，进行初步辨别。 

2、打开以后，看，闻。 

3、介绍自己小食品的购买处。 

五、教师总结。 

劣质食品对人体的危害。如何辨别食品的优劣以及如何购买优质

食品。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 2 

活动目标： 

1、让幼儿懂得随便乱吃东西的危害性。 

2、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 

儒灵童教材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带领幼儿随着儒灵童歌曲做律动。 

2、带领幼儿向孔夫子行三鞠躬礼仪。 

二、新授课程 

1、"听"故事提问导入：小朋友你见过五颜六色的蘑菇吗请听故事



《蓝蘑菇，红蘑菇》。 

2、安静听《儒灵童》故事，情境导入。 

教师提问：宝宝豆豆和萌萌喝了美味的蘑菇汤为什么会哭 

故事总结：宝宝豆豆和萌萌到山上采蘑菇，他们把颜色漂亮，形

状异常的蘑菇先煮了吃，可是他们的小脸蛋都变了颜色，原先都是有

毒的蘑菇。小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要记住不能随便的乱吃东

西。 

3、"看"动画提问导入：乱吃东西会带来危险吗 

4、认真看《儒灵童》动画，启发思考，教师提出如下问题： 

（1）妈妈为什么不愿意给宝宝买路边摊的食物 

（2）宝宝为什么会肚子痛 

（3）儒灵童告诉我们吃东西时应当注意什么 

5、幼儿有疑问可再次观看动画，教师根据本班级幼儿共性特征及

个体差异，对动画进行暂停或播放，结合剧情节点，在幼儿已有经验

上进行选择性互动提问教学。 

教师总结：小朋友们，吃东西时要注意安全和卫生，不然会生病。

大街和路边摊上的食物异常不卫生，有灰尘、细菌、不能吃；不把有

危险的东西放在嘴巴，不随便乱吃东西，你们能做到吗 

三、图谱演示，确定对错教师出示两张图片让幼儿确定对错。 

教师看图总结：小朋友在吃东西之前必须要先询问大人，吃了有

危险或不干净的食物就会像图中的小朋友一样肚子痛还要去医院打针

吃药，我们要学宝宝做听话的好孩子。 

四、游戏互动，巩固主题名称：乱吃东西有危险准备：各种食物

的图片（如果冻、街边小吃、小摊）以及一些不正确的吃东西的行为

图片。 

规则：教师将所有图片放在一个神秘袋子里，请幼儿拿出一张图

片，并说一说图片资料，说说这些食物能否吃应注意事项等等。例如：

小朋友一边走一边喝水，容易呛到。游戏结束后，教师针对游戏进行

小结。 

五、活动延伸，主题内化 



（1）带领幼儿唱读《儒灵童》儿歌。 

（2）督促幼儿不随便将玩具、积木放进嘴里，以防危险。 

（3）和家长联系，习惯养成延续至家庭中落实。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 3 

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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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对食品污染和中毒的预防 

教学内容： 

一、食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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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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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 4 

一、活动目标： 

1、了解食品卫生与饮食安全相关知识。 

2、能运用所学知识分辨安全食品和不安全食品。 

3、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二、活动形式： 

1、情景表演 

2、知识竞赛 

三、活动前准备: 

1、让学生查阅食品卫生方面的资料，以备小组交流，做好参赛准

备。 

2、准备有关食品安全的 PPT 课件。 

3、各种袋装食品。 

四、活动过程: 

活动(一)激趣导入： 

1、教师谈话：同学们，你们平时最喜欢吃什么？（生答：吃辣

皮），有个叫小明的同学他也喜欢吃辣皮，瞧，他来了！ 

2、学生表演微型情景剧《好痛快》。 

3、师问：看到刚才这个情景，你有什么想说的？（生自由回答） 

4、师小结：喜欢零食是我们的天性，但往往只顾着吃得高兴却忘

记要看看食品是否过期、是否变质，这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

请同学们在享受零食时记住一定要选择安全放心的食品。（板书课题：

我的食品我作主） 

5、举例：来看看我们经常吃的辣条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吧？（观看

辣条制作的图片） 

6、看完这些图片，你还敢吃辣条吗？生活中我们怎样吃得最卫生、

安全？选择食品时要注意什么？（小组讨论，选择小组汇报，其他小

组补充） 

7、师小结：大家知道的真多，生活中我们要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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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食品）。 

8、过渡谈话：看来大家对食品安全知识了解够多了，下面我们来

一场食品安全知识竞赛，怎么样？ 

活动(二)知识巩固 

让我们来争当“安全小卫士”吧！小朋友们快快来，来当安全小



卫士。一看商标可完整，二看厂家地址清，三要看清保质期。不吃腐

烂变质物。饭前便后要洗手，小摊小贩莫相信。食品安全最重要，良

好习惯要养成。 

活动（三）实践运用看，老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食品，让我

们来动手分一分，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是不安全的，并说出你的理由。

请组长上来领取食品。（小组讨论，个别小组展示） 

活动（四）总结梳理 

师小结：大家真厉害，能够准确的分辨安全食品和不安全食品。

真不愧是食品安全小卫士！如果让你去宣传食品安全知识，你会怎样

来提醒大家呢？下面，分小组进行讨论，设计一条关于食品安全的温

馨提示或者警示语。 

健康从不吃零食开始（板书） 

活动（五）拓展延伸 

1、争当食品安全小卫士，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家长和朋友听。 

2、自制一张食品安全宣传卡片。要求图文并茂，主题鲜明。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 5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在探索中发现并获得食品保质期的相关经验，尝试学

看保质期。 

2、了解食品卫生知识，初步培养幼儿的食品安全意识，增强幼儿

的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课件、录像片、日历表、各类食品、记录表格、笔 

活动过程： 

一、播放幼儿在超市购物的短片，引导幼儿仔细观看。 

师：小朋友，你们都逛过超市吗？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段短片，小

朋友仔细看看片子里的小朋友是怎么逛超市的？他们的表现有什么不

同？（让幼儿带问题看短片） 师：好，短片看完了，下面谁来回答刚

才老师的问题。 （幼儿：小朋友逛超市很开心；有的小朋友选了很多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看见有的小朋友在看价钱；我看见有的小朋友

在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提问：为什么要看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呢？（判断食物是否过期） 教师说出保质期的概念。 师：“所有的

食品都有它的保质期，保质期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日期内可以安全的

食用，保证我们身体的安全和健康。” 师：“小朋友们，过期食品能

吃吗？为什么？” 

二、介绍食品保质期的作用与重要性 师：短片里的小朋友在哪里

发现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呢？ 师：“其实啊，所有的食品包装

上应该都有两个日期：一个是保质期，另一个是生产日期，通过这两

个日期我们就能判断是否过期。” 

三、幼儿自主观察感知食品的保质期。 

1、教师出示幼儿喜爱的食品，激发幼儿的积极性。 师：“看，

老师这里有很多的零食，现在你们想不想自己来找一找它们的生产日

期和保质期呢？”老师将食品发放给幼儿，幼儿自主观察，自由讨论。 

2、教师提问幼儿回答 你们都找到了吗？两个日期都找到了的举

手。在哪里找到的？ 请幼儿举手发言，引出日期出现的位置不同，时

间不一样。 

四、引导幼儿学习判断食物过期的方法 师：小朋友们找得又快又

好，光是找到了还不够，我们还要学会判断才对哦！ 师:“老师带来了

两种食品，我们要正确判断是否过期，要借助于日历和表格帮忙。教

师出示一张表格如下： 

引导幼儿看清楚老师的记录过程。 师：“老师这里有一张表格，

首先把食物的图标画上，再把找到的日期填上去。（生产日期、保质

期） 出示日历和吸铁石，引导幼儿一起计算，要求幼儿从生产日期往

后数，数几个月就出示几个吸铁石在日历上，把计算的时间记录在到

期时间的格子里。 引导幼儿说出今天的日期，仔细观看日历表，最后

判断是否过期。 

五、教师引导幼儿实践操作判断保质期。 引语：“小朋友们，喜

羊羊打来电话说，它的超市里被灰太狼放进了一些过期食品，想请我

们的小朋友帮忙，找出过期的食品，你们愿不愿意帮助它呢?”（想要

去帮助喜羊羊，必须通过考核才能去哦！） 出示表格，告诉幼儿游戏

规则，所有幼儿分成四组，五人为一组。每桌有五种食品，每个幼儿



选定一种，每人一张记录表格，小朋友快速找到所拿食品的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并记录到表格上，记录完以后借助日历判断是否过期。 幼

儿操作，教师从旁指导。 

六、汇总教师讲解表格，加深幼儿对保质期的认识。 师：小朋友

们都已经得出结果了，下面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吧。 出示课件，师：

老师带来了喜羊羊和我们一起来验证，看，小朋友判断对了，喜羊羊

就会很高兴的蹦出来哦，判断错了灰太狼可就会蹦出来哦。 结束语：

小朋友们都通过了测试，接下来我们赶快一起去喜羊羊的超市帮助它

吧。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 6 

组织理念: 

通过开展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责任感，使学生逐步形成安

全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行为的知识和技能，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发

事件中正确应对的习惯，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

件对中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中学生健康成长。 

教育主题: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当前的食品安全现状。使学生在购买食

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2、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增加学生安全知识,提高学生安全意识,提高

学生食品安全自我保护能力. 

育人目标： 

让学生真正明确食品安全的重要性，饮食要讲究的必要性。使学

生在购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使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活动内容： 

（一）活动形式： 

以问答游戏竞赛为主讨论为辅的形式，分为四个小组。 

（二）活动准备： 

1、让学生通过报刊、杂志、网络等多种途径，了解我国当前的食

品安全状况。 

2、选定主持人，搞好舞台布置。 



3、让学生对街道的小吃店，饭店，商店，进行观察并写出自己的

见闻感受。 

4、排练情景剧《贪嘴的他》。 

（三）活动过程 

1、主持人宣布“生命因安全而精彩”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2、班主任：同学们！今天我们班举行以“食品安全与卫生”为主

题的班会活动。各位同学已经经过自己的实际调查或查阅资料了解了

有关“食品安全与卫生”的知识。希望大家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

想到的与学到的知识带进今天的课堂，达到相互交流、提高安全自护

的目的。 

3、小品表演《贪嘴的他》 

一个孩子表演结满果子的大树，一个贪嘴的孩子看到满树又大又

红的果子，贪婪的吃起来，高高兴兴的还没走几步，就肚子疼，面对

此情此景同学们讨论： 

(学生讨论： 

（1）这位学生得的是什么病 

（2）他为什么生病 

主持人小结：老师和家长多次告诫我们不要随意到农民伯伯的果

园里摘果子吃，可是有的同学们会偷偷的去别人的果园里摘果子吃，

刚才 

这位同学就是吃了，有农药的果子才生病的。 

4、主持人主持： 

女：我们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 

男：民以食为天。 

女：民以安为先。 

男：那么我来问问大家，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卫生吗？安全吗？ 

女：下面我们就把同学们将自己对街道的小吃店，饭店，商店调

查的资料给大家展示一下。 

（学生展示自己的资料分别从卫生，所用原料以及物品的摆放等

方面介绍自己的所看所感） 



5、主持人： 

男：除了这些食品卫生存在问题的食物，还有很多包装精美，看

起来没有问题的食品，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危害。 

女：然而这些也是我们现在常吃的食品，那么在坐的孩子们，你

可知道你吃的那些食品是垃圾食品吗？ 

（学生们七嘴八舌说自己所认为的垃圾食品） 

6、教师出示十大垃圾食品的幻灯片。 

7、主持人：有些学生已经查了垃圾食品的危害，让他们把自己搜

集到的资料讲给大家。 

同学1：油炸食品此类食品热量高，含有较高的油脂和氧化物质，

经常进食易导致肥胖；是导致高脂血症和冠心病的最危险食品。在油

炸过程中，往往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已经有研究表明，常吃油炸食

物的人，其部分癌症的发病率远远高于不吃或极少进食油炸食物的人

群。 

同学2．罐头类食品不论是水果类罐头，还是肉类罐头，其中的营

养素都遭到大量的破坏，特别是各类维生素几乎被破坏殆尽。另外，

罐头制品中的蛋白质常常出现变性，使其消化吸收率大为降低，营养

价值大幅度“缩水”。还有，很多水果类罐头含有较高的糖分，并以

液体为载体被摄入人体，使糖分的吸收率因之大为增高牞可在进食后

短时间内导致血糖大幅攀升，胰腺负荷加重。同时，由于能量较高，

有导致肥胖之嫌。 

同学3：在腌制过程中，需要大量放盐，这会导致此类食物钠盐含

量超标，造成常常进食腌制食品者肾脏的负担加重，发生高血压的风

险增高。还有，食品在腌制过程中可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亚硝胺，导

致鼻咽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增高。此外，由于高浓度的盐分可严

重损害胃肠道粘膜，故常进食腌制食品者，胃肠炎症和溃疡的发病率

较高。 

同学4：加工的肉类食品（火腿肠等）这类食物含有一定量的亚硝

酸盐，故可能有导致癌症的潜在风险。此外，由于添加防腐剂、增色

剂和保色剂等，造成人体肝脏负担加重。还有，火腿等制品大多为高



钠食品，大量进食可导致盐分摄入过高，造成血压波动及肾功能损害。 

同学5：肥肉和动物内脏类食物虽然含有一定量的优质蛋白、维生

素和矿物质，但肥肉和动物内脏类食物所含有的大量饱和脂肪和胆固

醇，已经被确定为导致心脏病最重要的两类膳食因素。现已明确，长

期大量进食动物内脏类食物可大幅度地增高患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 

瘤（如结肠癌、乳腺癌）的发生风险。 

同学6：奶油制品常吃奶油类制品可导致体重增加，甚至出现血糖

和血脂升高。饭前食用奶油蛋糕等，还会降低食欲。高脂肪和高糖成

分常常影响胃肠排空，甚至导致胃食管反流。很多人在空腹进食奶油

制品后出现反酸、烧心等症状。 

同学7：方便面属于高盐、高脂、低维生素、低矿物质一类食物。

一方面，因盐分含量高增加了肾负荷，会升高血压；另一方面，含有

一定的人造脂肪，对心血管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加之含有防腐剂和

香精，可能对肝脏等有潜在的不利影响。 

同学 8：烧烤类食品含有强致癌物质。 

同学9：冷冻甜点包括冰淇淋、雪糕等。这类食品有三大问题：因

含有较高的奶油，易导致肥胖；因高糖，可降低食欲；还可能因为温

度低而刺激胃肠道。 

同学 10：果脯、话梅和蜜饯类食物含有亚硝酸盐，在人体内可结

合胺形成潜在的致癌物质；含有香精等添加剂可能损害肝脏等脏器；

含有较高盐分可能导致血压升高和肾脏负担加重。 

8 主持人主持：男：通过同学的调查我们身边还存在着安全隐患，

希望同学们引以为戒，选择吃东西时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拒绝这

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给我们身体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女：安徽省有三个学生因每天早上吃油条，因此这三个孩子患上

了舌癌，因而我们要重视每个学生自己的安全，关注安全，从现在开

始，对食品安全多一份关注就对我们的生命多一份责任。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 7 

教学目标 

1、举例说出什么是合理营养。 



2、关注食品安全。 

3、初一、尝试运用有关合理营养的，设计一份营养合理的食谱，

关心长辈的饮食。 

4、认同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之间的统一性。 

重点和难点 

重点： 

①关注合理营养和食品安全在生活中的意义； 

②通过分析，认同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之间的统一性。 

难点：设计一份营养合理的食谱，将所学知识上升为意识，再由

意识转化为行为。 

课前准备 

学生：四人小组合作，课前明确课题的目的后，经商讨制定调查

或收集方案，展开调查或收集有关合理营养、食品安全方面的信息；

课前尝试为或自己设计一份午餐食谱；自带各种类型的食品包装袋；

课前询问购买肉类、鱼类及其它食品时是怎样挑选的。课前收集若干

食品的包装袋和包装盒，以备学生需要；电视报刊中关于食品安全的

信息；课前培训学生。 

指导小组长如何展开调查和整理收集资料；指导学生写出调查报

告或将收集的资料制成多媒体课件或录像带，便于上交流；设计评比

栏和课前课后学生设计午餐食谱营养合理差异性的对比图（让学生明

确科学知识在指导健康生活中的价值）。 

教学设计 

内容：学生活动教师 

一、合理营养 

1、不注意合理营养的危害。 

2、什么是合理营养？ 

3、“我”该怎么做？ 

4、运用知识指导生活，设计午餐食谱。 

二、食品安全 

整体感知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1、怎样购买安全食品。 

①包装食品的安全。（会读包装内容）。 

②非包装食品的安全（有一双火眼金睛） 

2、预防食物中毒 

3、防止食品污染。通过讨论，认同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的统一性。 

4、了解绿色食品。 

通过多种途径，了解相关知识 

方案一： 

①学生课前为家长设计一份午餐食谱；自主讨论不良饮食习惯、

不合理营养的危害。 

②观察讨论归纳：怎样做才是合理营养。 

③师生、生生合作为该班制定一个合理营养文明公约。 

④再次为家长重新设计一份午餐食谱，并对比哪一份更合理。先

在全班评一评，比一比，然后参加全年级的设计赛，并把好的作品办

成专刊。 

方案二：4 人小组合作进行自主性学习，阅读书上提供的信息并观

察书上的插图或自制投影片，结合身边实例相互讨论交流，在教师引

导下进一步明确什么是合理营养及其在健康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设计

一份合理的午餐食谱并利用节假日亲自烹调为长辈献上一份爱心。 

方案三：4 人小组合作，以课题形式展开调查，收集信息，进行归

纳整理，写出调查报告，课堂上小组交流，相互评价，并用所学知识

为家长设计一份午餐食谱，为长辈敬孝心。 

学生根据课前布置，发布收集到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消息。 

学生阅读食品包装盒上的内容，分组讨论，并推举小组代表进行

发言。 

学生就课前询问了解的常识进行组间交流。 

小专家进行现场小讲座，学生听取有关知识，并可提问和补充。 

学生思考问题，展开讨论，解决问题。 

学生讨论： 

1、能用发霉、变质的残羹剩饭或饲料喂养家禽家畜吗？为什么？ 



2、有人说有“虫眼”的蔬菜水果，农药含量少，可放心购买。对

吗？ 

学生在教师启发下思考：实际生活中哪些行为最终会导致食品的

污染？ 

学生通过讨论，认同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的统一性。 

方案一：学生阅读有关资料，思考并了解绿色食品的积极意义和

重要作用。 

方案二：根据讨论提纲小组自主合作讨论人类活动与环保、食品

安全之间的关系，学生阅读“绿色食品”资料，以便拓宽视野，并自

主地在课外收集此方面的信息。督促学生完成课前任务并指导学生观

察、自学、组织全班交流。 

点评：引导学生对比了解科学知识前后对健康生活的作用。 

创设问题情境，列举教师在生活中了解到的典型实例及指导学生

阅读书上提供的报刊信息，引入课题；引导学生讨论，组织并参与全

班交流。 

点评：保证交流的正确性、有效性。归纳并用投影片展示该如何

合理营养。 

课前提出课题（调查当地青少年营养不良状况；调查因不注意饮

食安全带来的危害）指导学生开展调查（访问、查阅资料）组织交流，

做出评价。 

听取学生的资料发布，引导学生分析，组织学生讨论。组织学生

分组讨论交流。对学生发言予以肯定并纠正补充某些内容。 

听取学生发言，鼓励学生多观察、多比较，建议学生课后到菜市

场进行“实战演习”和学生一起听取小讲座，对进行表演的同学予以

充分肯定，教师提出思考问题，认真听取学生讨论并及时调控。引导

学生深层次地从防治环境污染的角度认识食品安全问题。肯定学生的

分析，再次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展示讨论提纲，指导阅读，鼓励

学生课外学。 

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知识点津：水往低处流，为什么土中

水能进入到植物体的顶端？思考问题学习下面相关知识点： 



1．绿色植物的生活需要水和无机盐的原因 

水在植物体内作用很大，水分充足时，植株才能硬挺保持直立的

姿态，叶片才能舒展，水分可以保持植物的固有姿态，有利于光合作

用，无机盐只有溶解在水中，才能被植物吸收和运输，水分是细胞的

组成成分，水分是植物体内物质吸收和运输的溶剂，水会影响植物的

分布，水分参与植物的代谢活动，不同植物需水量（和无机盐的需要

量）不同，同一植物不同生长期需水量（和无机盐的需要量）不同，

因此种植时必须进行合理灌溉（合理施肥）。 

2．水进入植物体内的途径 

1）植物主要靠根吸水分和无机盐，根吸水的主要部位是根尖的成

熟区，其次是伸长区。 

2）适于吸水的特点：根毛数量多，根毛的细胞壁薄、细胞质很少，

液泡很大。 

3）根毛吸水的原理：根毛细胞液的浓度大于周围土壤溶液的浓度

时，细胞就吸水。 

4）吸水的途径：外界溶液里的水分→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

液泡。 

5）根的失水：根毛细胞液的浓度小于周围土壤溶液的浓度时，细

胞就失水。失水途径：液泡→细胞质→细胞膜→细胞壁→外界溶液。

应用举例：“烧苗”、“腌菜”等等。 

3．茎的结构 

从外到里是：树皮内韧皮部（有筛管）、形成层、木质部（有导

管）、髓。木本植物有形成层，形成层细胞具有分裂能力，不断的分

裂，能使茎逐年长粗。草本植物茎中没有形成层，因而不能长得很粗。

导管位于植物茎内的木质部，向上运输水分和无机盐。筛管位于茎内

的韧皮部，向下运输有机物。 

4．叶片的结构和功能 

叶片包括表皮（分上下表皮）、叶肉、叶脉。表皮由一层细胞构

成，除保卫细胞外不含叶绿体，起保护作用（表皮属保护组织）。栅

栏组织叶肉细胞：接近上表皮，含叶绿体多，排列整齐，绿色深；海



绵组织叶肉细胞：接近下表皮，含叶绿体少，排列疏松，绿色浅，叶

绿体是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的场所。叶脉中有导管和筛管，有输导和

支持作用。 

气孔的结构：气孔是植物蒸腾失水的门户，也是气体交换的窗口。

气孔由一对保卫细胞组成。保卫细胞吸水膨胀，气孔张开；保卫细胞

失水收缩，气孔关闭。 

5．蒸腾作用 

1)概念：蒸腾作用指植物体的水分以水蒸气形式通过气孔蒸腾散

失到体外的过程。部位主要在叶片，其次是幼嫩茎和叶柄。在 20C 到

300C 之间，温度越高，蒸腾作用越强，温度越低，蒸腾作用越弱。 

2)过程：土壤中的水分→根毛→根部导管→茎中导管→叶脉→气

孔→大气。 

3)意义：可降低植物的温度，使植物不至于被灼伤；是促进根从

土壤中吸水以及水分从根向上运输的主要动力；可促使溶解在水中的

无机盐在体内运输；可增加大气湿度，提高降水量，降低环境温度；

促进生物圈水循环。 

4)应用举例：选择阴天或傍晚带土坨移栽，移栽时去掉部分枝叶。 

食品安全教育教案 8 

活动目标 

1、通过真实的案例及生活场景让幼儿懂得随便乱吃东西的危害性。 

2、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及应对安全事件的能力。 

3、引导幼儿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5、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意识。 

活动准备 

1、真实案例《卡在喉咙里的五角星》；课件《进餐时》、《肚子

为什么疼》；情景表演《好吃的鱼》 

2、图片：（老鼠、苍蝇叮咬过的食物。过期的食物。腐烂变质的

食物。假冒、劣质的食物。没洗干净的食物） 

3、每组一小筐（内有图片如：幼儿一边走一边喝水；吃饭时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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