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 幼儿大班
食品安全教案(模板10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
习。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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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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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二

(1).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垃圾食品吗？

例：薯条、汉堡、碳酸饮料、蜜饯、爆米花、火腿肠、方便
面等。

(2).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这些食品吗？

师小结：这些可都是垃圾食品哦！我们不能吃垃圾食品，这
些垃圾食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危害。

2.欣赏故事—《馋嘴皮皮猴的梦境之旅》

动物森林里一只叫皮皮的小猴子，它特别的喜欢吃这些垃圾
食品。我们一起来看看皮皮吃了这些垃圾食品后发生了什么
事!(下面老师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看看故事里的小猴子发
生了什么事！)

3.提问

(1).有那位小朋友记得，刚才故事里面说皮皮猴梦见自己去
哪里了？

(2).兔子先生对皮皮猴说了些什么？

(3).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能吃垃圾食品了吗？

师小结：垃圾食品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害哦！会让我们营养
不良，降低免疫力，容易生病，还会越来越胖！

4.看图辨别对错

逐一出示图片让幼儿判断对错。



活动结束

小朋友们要记住,路边的那些不干净的小食品大部分都是一些
对身体有害的垃圾食品。要多吃水果，蔬菜，远离垃圾食品，
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三

师：老师昨天肚子很不舒服，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找一找食品袋上的保质期

师：嗯，是的，过了保质期的食品我们就不能吃了，要不然
就要跟老师一样要肚子疼，还要去医院找医生阿姨了。

师：那你们知道我们食品的保质期是写在哪里的吗？你们来
猜一猜。

师：哦，可能在盒子的底部，也可能在中间。现在，我们一
起来找一找，到底我们食品的保质期是写在哪里的。

师：老师找到了，这个牛奶盒的保质期呢是在盒子的底部。
（教师出示写着“保质期：3天”的图片）

师：哎，你们说所有食品的保质期都是写在盒子的底部吗？
现在请你们来当一回小小侦查员，请你们来帮老师找一找我
们食品袋上的保质期。

师：现在，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食品袋，你们找到了保
质期写在哪里了吗？老师要请几个小朋友讲一讲他找到的保
质期在哪里。（教师辅助幼儿找）

师：哦，你的保质期是写在盒子底部的。哦，那还有没有小
朋友是不跟他一样的？



师小结：每一种食品的保质期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在
底部，有的在顶部，这就需要我们的小小侦查员要非常仔细
的找了。刚才呢，我们的小朋友找到了一个时间，但是呢，
那个呢是生产日期，保质期呢一般都没有很多数字的，生产
日期呢会有很多个数字，比如这里20__/12/18，前面四个数
字20__是指20__年，12是指12月，18是指18日，就是说啊，
这个食品呢是在20__年12月18日的时候生产出来的，这个跟
我们的保质期可不一样。

3、认一认保质期

师：现在我们的保质期都已经找到了，那你们能知道？？所
表示的意思吗？

师：（出示“保质期：3天”的图片）哦，原来这个时间是指
我们食品最多能存放那么久，比如说老师手上的这个包装袋
上写着3天。那就是说，这个食品只能存放3天，超出了3天，
它就过了保质期，就不新鲜了，就不能吃了。

师：就连一个小小的食品袋都藏着那么多的小秘密，我们以
后一定要多仔细的观察我们身边的事物呦，你会发现很多很
多小秘密的。以后呢，我们在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
找一找保质期，如果没有找到，可以让爸爸妈妈一起帮忙找
找，可不能买过期了的食品，回家之后，我们也要提醒爸爸
妈妈不要买过期了的食品。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四

大班幼儿对食物包装袋上的秘密很感兴趣，他们每每凑在一
起讨论着包装袋上有什么，有些还认真地读者上面的文字，
希望自己可以直接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针对孩子旺盛的求
知愿望，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探索活动，希望孩子们能开动脑
筋，在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活动中收获更多。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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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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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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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七

一、设计意图：

《指南》明确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
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平常我们总是不忘对幼儿进行营
养保健知识教育告诉他们应该注意营养均衡，却疏于对他们
进行食品安全教育，对幼儿的食品安全教育已迫在眉急。
《指南》指出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有利
于其长远发展；既贴近幼儿的生活又有利于扩展幼儿的经验
和视野。因此结合我班的实际情况我设计了《食品安全我懂



得》这个课题。

二、活动目标：

1、知识目标：让幼儿初步了解什么是垃圾食品、"三无食品"、
腐烂变质食品，知道吃了这些食品会危害身体健康。

2、能力目标：通过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等多种感官活动，
让幼儿初步掌握辨别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食品
的具体方法。

3、情感目标：增强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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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三、活动重、难点：

重点：让幼儿了解什么是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
食品，知道这三类食品对身体的危害性。

难点：让幼儿掌握分辨垃圾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食
品的具体方法。

四、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根据生活经验，让幼儿简单了解食品安全方面
的知识。

2、物质准备：课件、小猪佩奇娃娃一个、垃圾食品、腐烂变
质食品、"三无"食品图片3.安全食品若干包。装食品的篮子
若干个。

五、教法、学法：

教法：情境导入法、提问法、直观教学法、游戏竞赛法等。



学法：观察分析法、讨论法、多种感官参与法。

六、活动过程：

（一）应邀做客，激发兴趣活动小猪佩奇娃娃一开始出现，
并以接到小羊苏西的应邀做客激发幼儿兴趣。

（二）观察讨论，分析讲解1、观看ppt画面一，认识垃圾食
品。

2、观看多媒体课件画面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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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奇的引导下让幼儿认真观察
食品的外包装，并进行对比，请幼儿观察多媒体图片卫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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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佩奇通过讲解进行小结，进而
使幼儿明确什么是合格和"三无"食品。

3、观察课件画面三，认识垃圾食品。

苏西又拿出它最喜欢的薯片、果冻、变色饮料，油炸麻花等
请客人品尝。佩奇再一次的提出问题："这些食物有营养
吗？"幼儿进行观察后讨论，然后佩奇进行总结：像这种零食
含有添加剂、含有铅元素且热量高的食品，经常食用会导致
小朋友厌食造成营养不良、影响智力，免疫力下降等，因此
不宜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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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延伸活动，请小朋友回家向父母展示这项新本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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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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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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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变得越来越热，食物
很容易变质，为此小学组织各班为孩子们上“食品安全教育
课”，让孩子们树立起严格的食品安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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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教室环境的清洁卫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不暴饮暴食的
良好习惯。其次做到“六不吃”，不吃生冷食物、不吃不洁
瓜果、不吃腐烂变质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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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别食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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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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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保护人们饮食卫生安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自2002年
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对出厂食品，
经过强制检验合格后，加贴市场准入标志，方便选购。2002
年起，对小麦粉、大米、食用植物油、酱油、食醋等5类食品；
2003年下半年，对方便面、膨化食品、罐头、冷饮等10类食
品，实施了市场准入制度。

4、食品饮食卫生的基本知识。

（一）细菌性的食物中毒事件的预防

1、细菌性的食物中毒是最常见的食物中毒，细菌也有不同的
种类。



（1）有一些细菌常常存在于被感染的动物及其粪便当中，进
食受到污染的禽类包括肉、蛋、鱼、奶及其制品的时候就可
以导致食物中毒，一般在进食后12至36个小时出现中毒的症
状，中毒的表现主要有腹痛、呕吐、腹泻、发热等，一般的
病程有三到四天。

（2）有一些细菌，存在于人或者动物的化脓性的病灶当中，
进食受到污染的奶类，蛋及蛋制品、糕点、熟肉就可以导致
这一类的食物中毒发生。发生这一类的食物中毒一般是进食
后一到六个小时出现症状，症状有恶心、剧烈的呕吐、腹痛
和腹泻，一般在一到三天就可以好转，痊愈。

（3）有一些细菌，存在于土壤、空气、尘埃当中，进食受到
污染的这个剩米饭、剩菜、凉拌菜等，就可以导致食物中毒。
这种中毒一般进食一到五小时以后就可以出现症状，主要的
症状也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

2、细菌性的食物中毒的预防措施

（1）食堂从业人员应该坚持健康的检查制度，凡是患有一些
消化道疾病，痢疾、像伤寒、病毒性肝炎等疾病的不能从事
直接接触，入口食品的工作。

（2）食堂从业人员如果有皮肤的溃破、外伤感染、腹泻等不
要带病加工食品。

（3）食堂的从业人员要有良好的个性卫生习惯。

（4）严格把握食品的采购关，禁止采购腐烂、变质或者其他
感官性。

大班食品安全教案反思与反思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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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幼儿从家带小零食。

2.准备对比性较强的两种食品。

3.由劣质食品引起幼儿生病的图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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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吃的毛毛》

二。教师讲述故事《贪吃的毛毛》

边看图片边讲述，讲完后提问：

1.毛毛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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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对毛毛是怎么说的？(毛毛的病是他贪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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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后来是怎么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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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品尝带来的优质食品，将劣质的食品扔进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