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类节目主持词 中国美食的说明
文(模板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美食类节目主持词篇一

一种食品会勾起一代人的回忆，街上的冰水、麻花都是父辈
的回忆。每当遇见童年里的美好，总是会勾起那丝丝缕缕的
回忆，他们不会忘记这些，骨子里刻着家乡的烟火味。

小时候，我们在福鼎生活，在当时我馋着一道美食——肉片，
它无需高级食材来为其佐料，也无需高级的技巧烹饪。却能
在舌尖、肚中乃至身心都会暖暖的。

晚上上完补习课，总会和妈妈一起去一家小店里，点上一碗
肉片。老板披着一条毛巾，拿出肉片的原料搁在一块铁板上
面，拿着小刀在上面“刷刷”地飞速刮着，如同飞溅的肉色
长流一般，“哗哗”落入深壑，又如同顺流而下迁徙的鱼，
在锅中的浪花载浮载沉。时而潜入水底，时而跃出水面，在
水上舞蹈着。盖上锅盖。不多时，已香气四溢。捞起放入碗
中，加点醋少许辣一点香菜，隔着老远都能闻到独有的香气。

看着碗中的一个个有如粉色的小活物，可爱极了。好像一个
个星罗棋布的小岛独子割据开了。拿起汤匙舀起一勺，送入
嘴里，微微的酸味与辣味在舌尖的味蕾绽放，就甭提有多好
吃了。一口下去那种劲道的口感在嘴间充盈，让人欲罢不能。
顾不上烫嘴咽入口中。一碗下来鼻子微微冒汗，浑身上下都
暖和起来了。



而且肉片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能改善缺铁性贫血；具有补
肾、养血、滋阴润燥的功效；猪里脊肉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
脂肪、胆固醇含量相对较少。

肉片的故事还是相当美好的。明朝初期，有位青年叫吴旺三，
偶然中结识了邻村一位姑娘。两人互生爱慕之情。吴旺三到
姑娘家去说亲。但有个叫董七的看上了她，扬言非她不娶，
但旺三没有退缩。

订亲那天，董七携了一份是厚旺三十几倍的聘礼，两家撞到
了一起。姑娘便解围，她出一道题，谁完成得好，她就嫁给
谁。她从猪脚上各一取下一斤瘦肉，要两个人做出一道菜来，
招待家里的七八个客人。一斤瘦肉七八个人吃，怎么招待客
人呢。董七将瘦肉切成丁，先煮了一锅肉粥。旺三将瘦肉剁
碎再和淀粉，用手揪成块放在水中煮，加入调料。用小碗居
然能够打上十来碗。吃到嘴里嫩滑爽口。肉片成就了一桩姻
缘。

这就是福鼎的肉片，怎么样，你心动了吗？

美食类节目主持词篇二

赴无锡学习听了许多教育名家的课，感觉蒋军晶老师指教的
《舌尖上的美食》作文指导课对我来说启发很大。作文指导
课一直是我在语文教学中很薄弱的一项，不知道如何指导能
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听了蒋老师的课让我豁然开朗，指导
写作就应该教会写作方法。

在这节课中，教给了学生五种写美食的方法，分别是一样一
样写过去、多用颜色、让味道“动起来”、用上“比较”、
用上“好像”这五种方法，并通过五个具体的例文让学生理
解并掌握运用这五种方法。那么当讲解完这五种方法后，学
生再写作文的时候，确实得心应手很多。在课堂上，孩子们
恰当的运用这几种方法，不仅能把作文写长，也使作文更具



语文味儿，更生动形象了。课堂上孩子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
就能写出菜的色香味来，是和恰当的指导方法离不开的。

但在我执教的这节课中，感到后边的汇报部分时间还是有些
紧凑，许多孩子都没有充分的汇报和交流，并且对汇报的孩
子的点评也不是很到位，这就需要我加强自身的文学素养，
只有教师的语文功底厚，才能教出好的学生。在今后的教学
之路上，我会继续努力，给孩子带来更多的收获。

美食类节目主持词篇三

本节课教学时，我引导学失从中华民族丰裕的美食中感觉劳
动人民的智慧，明白到我国丰裕的饮食文化，以及我国差异
地域的饮食习惯特色。

本节课通过赏美食、说美食、吃美食的故事，引导学生欣赏
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感受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培养民
族自豪感。使学生感受到中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
进一步探索食文化的兴趣。

本课教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多学科课程很好地整合了起来；

三是学生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于老师的帮助，及与同学的
协作、交流，同时利用学生已知信息为基础，通过意义的建
构而获取认识，符合教学规律。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也深刻认识到：我们要从学生的实际
情况、实际需要、实际能力出发，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自己，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新课
程标准的要求，我们才能让学生真正做到快乐学习、高效率
学习！



美食类节目主持词篇四

《中国美食》教学反思《中国美食》是部编版二年级下册第
三单元的一篇识字课文，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菜品图片，让
学生了解中国的美食，通过认识这些美食，从而认识生字。

通过认识这些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认识中国的美食文化，爱
上中国的美食文化。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直播本节课
时，大部分学生对美食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学生在轻松愉
快的气氛中学习，成为了主体，主动性增强。在学习中，能
运用多种形式，如通活动前自己收集美食的信息和各种不同
信息，学习活动中的交流和看视频，听故事，使孩子们充分
的运用各种感官来调动对传统美食的喜爱和中国的饮食文化
的了解。从而是孩子们爱祖国的情感有了一定的提升。

整个学习活动注重的情感和知识的积累，环节层层递进，支
持了教学目标的有效落实。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不光
是一些美食名称的由来，还有更多的内容在里面，怎样能让
学生了解的更多，除了通过我的讲解以外，还能用怎样的形
式来呈现，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回顾本课教学，课堂上学生始终兴趣盎然。特别是"随图识
字"这一教学环节，由看图认美食进而认识汉字，既形象又让
学生印象深刻，这一环节中的"小厨师"更让学生乐于参与。
此时，我大胆放手，把课堂交还给学生，连麦的学生语态自
然，语调抑扬顿挫，其他聆听的学生个个听得津津有味，积
极参与讨论，将课堂氛围推入了高潮。

纵观本课，无论是识字，还是写字，或是发现汉字的规律，
我都将美食这一主题贯穿始终，将热爱祖国的情感注入其中，
真正达到了"润物无声"的教学境界。因此，今后教学时，课
前一定要准备充分，多角度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美食类节目主持词篇五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江南人，生煎包是爸爸小时候最爱吃的江
南小吃之一，他早餐的时候经常吃生煎包。他告诉我，卖生
煎包的店大部分都是临街的，门面很小。门口有一张桌子，
桌子后面有一个人在收钱，用黄色的纸袋装包子，那人的背
后有两个黑色的大平板锅，一个放在灶台上煎宝子，旁边工
人在包包子，包好包子就往另一个大平板锅里面放，我爸爸
在长长的队伍里听到滋啦啦，滋啦啦的声音，盼着赶快出炉，
回家可以大吃一顿，这是我爸爸童年时的美好回忆之一。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江南小组经过一番讨论后，我们选择了做
生煎包，由精通面食的陈睿羲妈妈来带领大家做。

做包子前首先要发好面，这是非常关键的，它可以影响到包
子的口感，陈妈妈一大早就开始发面，我们去她家时，面已
经发好了，馅也拌好了，是全肉的，放了姜末和葱花，这样
就会很香。

面在包包子前要先揉，要增加它的弹性，我就跟着陈睿羲妈
妈学习揉面，揉面不能太用力，也不能用很小的力气，揉面
时还要洒面粉，这样就不会粘到手，也不会粘到案板上。但
撒太多也不好，会使面团太干，有一次，陈晨拼命的洒面粉，
结果，导致了面团太干，变成一层一层的，我就只好再使劲
揉，又把面团揉在一起了。

擀皮儿就是第二步，这可是个技术活儿。先揪一小块面团，
搓成一个长条，再用刀切成一块一块的，用手压扁，然后就
可以用擀面杖擀皮儿了。我很认真地向陈妈妈学习擀皮，我
决定基本已经掌握了。

第三步，就要开始包了，这也是个技术活儿哦，馅不能放多
也不能放少，还得包的完美，包子的口，要捏的好看，可是
我们功夫不到家，包的奇形怪状，什么样子的都有，主要还



是陈妈妈包的多。

包子包好了，就可以下锅了，先在锅里铺一层油，然后把包
子放进去煎一会儿，然后再往包子上浇点水，在焖一会儿，
等到可以闻到包子的香味飘出来时，就可以打开锅盖，如果
发现，它的底部已经是金黄色的，而且包子的表面是油汪汪
的，就可以在上面撒一些芝麻和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刚出锅的包子香气扑鼻，在客厅就可以闻到包子的香味，咬
一口，满嘴香味，汁水在我嘴里打转转，滑到我的食道里，
吃完后，还有一股咸鲜的回味，这是我爸爸童年的美好回忆，
也将成为我的童年的美好回忆。

美食类节目主持词篇六

炸zh（炸鱼）（炸酱面）zh（爆炸）（炸开）

第二课时

一、课时目标

1．会写9个生字。

2．运用部首查字法，说说自己的发现。

二、重点难点

重点

会写9个生字。

运用部首查字法，说说自己的发现。

三、观看《天天向上》美食季，导入课文



1．播放视频。

2．提问：刚才视频中哪道美食让你垂涎三尺？想知道这些美
食是怎么做出来的吗？让我们再次走进课文，回顾几种制作
食物的方式吧！(齐读课文)

四、查字典，说发现

1．出示三组汉字：

灶焰烫煲焦烹

2．学生认一认。

3．请你说一说这三组汉字的部首分别是什么。(火火灬)

4．学生先用部首查字法查第一组字。

5．汇报交流。

灶：用砖石砌成的生火做饭的设备。

焰：火光，火苗。

小结：这两个字都与“火”有关。

6．再用同样的方法查后两组字，总结规律。

烫、煲：都要用到火。

焦、烹：都要用到火。

总结：这三组汉字都与“火”有关，可见制作食物时离不开
火。



五、重温字词，感悟汉字之美

1．“摘星星”游戏识字。

2．“夺红旗”读词。

六、指导写字，体会汉字之巧

1．出示汉字“烧、烤。

(1)引导学生发现这三个字的共同点：都是火字旁。

(2)运用所学的知识，想一想，这三个字都属于我们学过的哪
一类字？(形声字)

(3)请你为这三个字组词。(指名说)

(4)教师正音，学生齐读这三个字。

(5)观看”电脑小博士“的汉字书写动画。

(6)全体学生跟随”电脑小博士“书空。

(7)学生在田字格中描红、临摹、书写。

(8)教师巡视、指导。

2．出示汉字”鸡、鸭“。

(1)请学生说说这两个字的共同点：都带有”鸟“字，与家禽
有关。

(2)指名读，教师正音。

(3)指导学生写好”鸡、鸭“。



3．依次呈现”茄、肉、蛋、饭“，按”读音组词讲笔顺观察
临摹"的步骤指导学生写字。

(1)学生在田字格中描红、临写。

(2)教师巡视、指导。

4．展示书写规范的学生作品。

七、梳理板书

美食类节目主持词篇七

昨天，当我备《中国美食》一课时，就预设到学生会对本课
非常感兴趣。今日上课，寻到了学生的那种积极向上的学习
热情。

读词语的时候，学生就觉得唾沫不断。

学生举例说自己最喜欢吃的美食时，一个孩子一口气说了8种
菜名。

平时走神儿的孩子，今天积极举手发言，巴不得次次叫到他。

作为老师，我在备课的时候，也有了收获，“凉拌菠菜、香
煎豆腐、红烧茄子、烤鸭、水煮鱼、葱爆羊肉、小鸡炖蘑菇、
蒸饺、炸酱面、蛋炒饭”，这些菜名中，就有烹饪的方
法“拌、煎、烧、烤、煮、爆、炖、蒸、炸、炒”十
种。“小米粥”又是带有地方特色的方式，许多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说法。我还和同事特意查找了“烧”这种烹饪方法，
了解了与其它十种烹饪方法的不同之处。

孩子们与我是小吃货，爱美食，爱生活。



美食类节目主持词篇八

在《中国美食》这一课的教学中，为了预防和纠正错别字，
我采用了多种识字教学，情境识字，竞赛识字，归类识字，
字理识字和写字教学。在教学中，我设计请孩子吃饭的情境，
自然进入对菜名的是认识学习中，学生在情境教学中更感兴
趣，更容易投入。比简单直接的菜名学习要好很多。每个孩
子都有竞争意识，都希望自己在同伴中大显身手，来获得尊
重和成就感，我让孩子们过三关，比赛争取做客的名额，这
样孩子们的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专注度也很高，对生字的记
忆快速准确，预防错别字的产生。在识字教学中，我们把要
认识的汉字分为草字头的字、提手旁的字、火字旁的字、四
点底的字，这样方便学生记忆字形，理解字意，了解汉字的
构成规律，了解了四点底来历、变化过程，理解四点底和火
字旁的联系和区别。这种识字方法学生学会以后也可以用来
学习新的生字，为以后的生字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写字
教学是本课想要重点突出的地方，现在很多老师在课堂上省
去了这一步，是不对的.，其实在小学语文的课堂上，特别是
低学段的课堂，每节课都要有较长时间的写字教学，本节课
的识字教学有观察、范写、练习、点评四部组成，我觉得每
一步都很重要，老师不要用课件代替范写，更不能缺少点评
环节，对纠正汉字错别字中最大的问题书写不规范，有很好
的作用，遗憾的是我觉得自己这节课展开的还不够，我希望
在今后的教学中，更能精简环节、优化过程，给孩子们更多
的写字练习时间。课后我对本课识字教学成果进行检测，实
践表明，孩子们本课识字的辨识度很高，错认的很少，书写
上也明显规范不少，错别字率也远远低于调查的平均值。

美食类节目主持词篇九

1、四川：除夕时，四川人一般都吃火锅，初一早上吃汤圆，
意为团团圆圆。

2、西北：西北不少地方的人吃饺子时，饺子皮不是一个一个



擀出来的，而是将面擀成一个大片后用碗扣成的。

3、豫南：豫南一带除夕的年夜饭吃到午夜，当新年的钟声敲
响的时候再端上一盘鱼，以示年年有余。初一早上，又将饺
子和面条同煮着吃，面条代表钱串子，为发财之意。

4、湖南：湖南人除夕会吃鸡、肉、鱼三样。鸡要求是雄鸡，
将其整只清炖，装盘时要让其头昂起;鱼要选用白鲢，将其炖
好后再在上面撒满红红的辣椒粉，象征年年有余、五谷丰登。

5、上海：上海人大年初一吃汤圆、年糕、蜂糕、米糕、云片
糕等，寓言;年年高;、;步步登高;。另外，吃黄豆芽(也叫;
如意菜;)象征万事如意，吃发芽菜(用蚕豆泡发的)寓意发财。

7、北京：老北京人，特别讲究;过年;的饮食，从这首：;小
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
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
炸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
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
扭……;的民谣就可以知道北京在春节期间的食品有多丰富。
民谣中列举的腊八粥、炸豆腐、炖羊肉等等，都是春节老北
京的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