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大班秋季学期食品安全教育活动教案反思

活动目标：

1 、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2 、能仔细观察、分析哪些食品时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3 、在生活中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克制自己，少吃零食。

4 、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5 、乐意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活动准备：

1 、各种食品包装袋及瓶、罐。

2 、霉变及变质的食品若干。

3 、教学挂图。

活动过程：

1 、活动导入，谈话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过食品包装上的安全信息呢    ?在正规超市

买的食品外包装上会有生产日期和安全标志，你们知道吗    ?

2 、活动展开：观看教学挂图。

(1) 观看教学挂图，认识生产日期和安全标记。

①教师出示挂图上的生产日期及安全标志的图片，请幼儿观察并辨认。

教师提问：图中的食品包装袋和牛奶瓶上有什么数字和图案    ?它们有什么用 ?

②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这是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安全标记。它们可以告诉我 
们所购买的食品是不是安全的，可不可以放心食用。在保质期内的食品时安全 
的，过了保质期就坏掉了，吃了可能会生病。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是安全的，没 
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最好不要购买。和爸爸妈妈去买食品，可以提醒他们注意包 
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安全标志。如果你不会计算保质期到什么时候，可 
以问问身边的大人。



(2) 观看教学挂图，学习分辨变质食品的正确方法。



①教师出示挂图上其他三幅图片。

教师提问：面包上面有什么，还能吃吗   ?开封后搁了一段时间的食品怎样才 

能知道有没有变质呢 ?牛奶、豆浆能在温室下放很久吗  ?

②请幼儿回答，大家评论。

③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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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牛奶、豆浆在室温下不能放太久。

3 、活动展开：实地观察分辨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1) 师：我这里有一些食品的包装以及各种食品，请小朋友来当食品检验 
员，检查一下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不安全。

(2)每次请  3~5  名幼儿，并集体检查讨论。

(3) 讨论零食中的安全隐患，克制自己，少吃或不吃零食。

4、活动总结：在生活中，小朋友们要少吃或不吃不健康的零食，发霉有毒

的食物不能吃，也不能因为食物好吃就暴饮暴食。

反思：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达到了重点，难点也到了突破，不过在活动中可以考 

虑投入更多的食品包装袋，让每位幼儿参与寻找，体现幼儿自主性。

【设计意图】

"民以食为天 "，食品卫生和安全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随着   
近年来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曝光，让我们更加的担心孩子们的    
饮食健康。而街边那些无证照的小摊贩们贩卖的垃圾食品，形状各异，颜色鲜    
艳，一个个琳琅满目的零食大大地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一放学孩子们总是迫    
不及待的奔向这些小摊点，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零食，这一景象着实让家长们担    
忧。可见怎样让孩子学会食品健康安全知识，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于是我选    
择《吃安全健康的食物》作为大班的安全健康教育课。       旨在让幼儿增强食品健 
康安全意识。

【活动目标】

1. 知道识别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2. 能区分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3. 增强食品安全意识，提高幼儿食品安全自我保护能力，培养幼儿良好的 

饮食卫生习惯。

4. 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 增强安全意识，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危险的地方玩耍。

【活动准备】

1.  教学课件《吃健康的食品》

2.   图片若干 (健康食品 -- 蔬菜、水果、坚果 ;垃圾食品 -- 油炸食品，罐头类 
食品，腌制食品，加工的肉类食品，肥肉和动物内脏类食物，奶油制品，方便       
面，烧烤类食品，冷冻甜点，果脯、话梅和蜜饯类食物    ;过期食品 -- 霉变及变质 
的食品)。

【教学重点】知道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教学难点】认识和区分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活动过程】

一、律动儿歌《蔬菜进行曲》

二、谈话导入   1、谈话导入课题 :  小朋友平时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

幼儿自由回答……  (教师点击课件一一出示食物的图片    )2、引导幼儿小      
结：你们喜欢吃的东西真是各式各样，但是有的食品吃了是有益健康的，而有      
的食品吃了则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处的……3  一起来认识认识    (1) 小朋友我们就 
一起来了解了解那些食物是健康的，那些食物是不健康的    (2) 教师出示图片，请 
小朋友区分，健康的食物我们画笑脸，不健康的食物我们打叉①水果类②油炸

食品③牛奶④方便面⑤蔬菜⑥果冻⑦蛋糕⑧坚果⑨可乐小结：原来在日常生活 
中，有这么多得垃圾食物，垃圾食物吃了以后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所以，小朋友们要少吃或不吃这样的食物，才会健康成长。

三、认识食品安全标记 
吃?(请幼儿讨论并回答问题 
有什么食品不能吃吗 ?

1、提问：除了垃圾食品以外还有什么食品也不能    
)2 、请幼儿观看课件  (视频)师：小朋友你们知道还

引导幼儿小结：我们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袋上面的食品保质 

时间，过期的食品是不能吃的，否则会产生身体不适，还可能会发生危险。

3、认识生产日期和安全标记教师出示图片请幼儿观察并进行分辨食品袋上

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安全标准。



小结：食品包装袋上的这些标记会告诉我们那些食品是安全的，那些食品 
是不安全的，我们以后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看清楚，还要提醒爸爸、妈妈 
不要忘记了看清楚食品的安全标记哦。

四、食品检验员   1、现在我这里有一些食品，请小朋友们来当食品检验

员，每  10  人为一组，检查一下哪些食品是不安全的   2、幼儿检查，并介绍哪些 
是不安全的食品   3、小结：小朋友们，现在你们都是合格的食品检验员了，以    
后我们一定要吃安全健康的食品。回到家后还要把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爸     
爸妈妈听，让他们也吃安全健康的食品   !

【活动反思】这节课上完之后，我觉得各部分之间的过渡自然，衔接紧    
密，幼儿参与人数多，参与热情积极，但我对幼儿知识储备把握不够准确。对 
三无产品幼儿简单了解，能够知道没有生产日、保质期和安全标志的食品是不 
安全的，这样的食品不能吃。本节课能够达到教学目标。

【活动反思】

这节课上完之后，我觉得各部分之间的过渡自然，衔接紧密，幼儿参与人 
数多，参与热情积极，但我对幼儿知识储备把握不够准确。对三无产品幼儿简 
单了解，能够知道没有生产日、保质期和安全标志的食品是不安全的，这样的 
食品不能吃。本节课能够达到教学目标。

一、活动目标：

1 、让幼儿初步了解什么是垃圾食品、     "三无食品 "、腐烂变质食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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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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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知道吃了这些食品会危害身体健康。

二、设计意图：

食品安全是我们生活中日益关心的话题之一。近年来，在我国食品安全领 

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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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长的配合下，让幼儿简单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

2 、物质准备：课件、喜洋洋娃娃一个、垃圾食品、腐烂变质食品、       "三无"

食品若干包和其他安全食品若干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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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兴趣活动一开始出现喜洋洋娃娃，并以接到小熊的应 

邀做客激发幼儿兴趣。

喜洋洋娃娃：小朋友们好，我是食品专家喜洋洋，我的本领可大了，今天

我收到了小熊寄来的邀请函，它邀请我跟你们一起去他家做客呢，你们高兴吗     ?

(二)观察讨论，分析讲解   1 、观看多媒体课件画面一，认识垃圾食品。

师：小熊为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看看有什么    ?请幼儿观察并说 
说食品的名称。接着播放喜洋洋为幼儿分析讲解有关垃圾食品知识的声频后让      
幼儿根据喜洋洋的讲解说说生活中还有那些食品是垃圾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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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洋洋的提醒下让幼儿认真观察食品的外包   
装，并进行对比，再由喜洋洋引导幼儿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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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喜洋洋通过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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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腐烂变质食品。

小熊又拿出它最喜欢的水果、鸡蛋   (其中有些开始腐烂变质 )请客人吃。喜 
洋洋再一次的提出问题：     "这些食物有何不同 ?"幼儿进行观察后讨论，然后喜洋 
洋进行总结：像这种开始腐烂有异味颜色不鲜艳的食品就是腐烂变质食品，上     
面有大量有害细菌，不能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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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提升师：今天我们在小熊家做客时又学到了一项新本 
领，知道了什么是垃圾食品、     "三无"食品、腐烂变质食品，请小朋友们回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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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1 、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2 、能仔细观察、分析哪些食品时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活动准备：

1 、各种食品包装袋及瓶、罐。

2 、霉变及变质的食品若干。

3 、教学挂图。

活动过程：

1 、活动导入，谈话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过食品包装上的安全信息呢    ?在正规超市

买的食品外包装上会有生产日期和安全标志，你们知道吗    ?

2 、活动展开：观看教学挂图。

(1) 观看教学挂图，认识生产日期和安全标记。

①教师出示挂图上的生产日期及安全标志的图片，请幼儿观察并辨认。

教师提问：图中的食品包装袋和牛奶瓶上有什么数字和图案  ?"来;   自.屈;老 

师 ;教 .案 ;它们有什么用?

②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这是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安全标记。它们可以告 
诉我们所购买的食品是不是安全的，可不可以放心食用。在保质期内的食品时 
安全的，过了保质期就坏掉了，吃了可能会生病。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是安全    
的，没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最好不要购买。和爸爸妈妈去买食品，可以提醒他们 
注意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安全标志。如果你不会计算保质期到什么时 
候，可以问问身边的大人。



(2) 观看教学挂图，学习分辨变质食品的正确方法。

①教师出示挂图上其他三幅图片。

教师提问：面包上面有什么，还能吃吗   ?开封后搁了一段时间的食品怎样才 

能知道有没有变质呢 ?牛奶、豆浆能在温室下放很久吗  ?

②请幼儿回答，大家评论。

③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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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牛奶、豆浆在室温下不能放太久。

3 、活动展开：实地观察分辨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1) 师：我这里有一些食品的包装以及各种食品，请小朋友来当食品检验 
员，检查一下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不安全。

(2)每次请  3~5  名幼儿，并集体检查讨论。

(3) 讨论零食中的安全隐患，克制自己，少吃或不吃零食。

4、活动总结：在生活中，小朋友们要少吃或不吃不健康的零食，发霉有毒

的食物不能吃，也不能因为食物好吃就暴饮暴食。

反思：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达到了重点，难点也到了突破，不过在活动中可以考 

虑投入更多的食品包装袋，让每位幼儿参与寻找，体现幼儿自主性。

1 、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2 、能仔细观察、分析哪些食品时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3 、在生活中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克制自己，少吃零食。

4 、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意识。

5 、愿意与同伴、老师互动，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各种食品包装袋及瓶、罐。

2 、霉变及变质的食品若干。

3 、教学挂图。

1 、活动导入，谈话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过食品包装上的安全信息呢    ?在正规超市

买的食品外包装上会有生产日期和安全标志，你们知道吗    ?

2 、活动展开：观看教学挂图。

(1) 观看教学挂图，认识生产日期和安全标记。

①教师出示挂图上的生产日期及安全标志的图片，请幼儿观察并辨认。

教师提问：图中的食品包装袋和牛奶瓶上有什么数字和图案    ?它们有什么用?

②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这是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安全标记。它们可以告 
诉我们所购买的食品是不是安全的，可不可以放心食用。在保质期内的食品时 
安全的，过了保质期就坏掉了，吃了可能会生病。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是安全    
的，没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最好不要购买。和爸爸妈妈去买食品，可以提醒他们 
注意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安全标志。如果你不会计算保质期到什么时 
候，可以问问身边的大人。

(2) 观看教学挂图，学习分辨变质食品的正确方法。

①教师出示挂图上其他三幅图片。

教师提问：面包上面有什么，还能吃吗   ?开封后搁了一段时间的食品怎样才 

能知道有没有变质呢 ?牛奶、豆浆能在温室下放很久吗  ?

②请幼儿回答，大家评论。

③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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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牛奶、豆浆在室温下不能放太久。

3 、活动展开：实地观察分辨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①师：我这里有一些食品的包装以及各种食品，请小朋友来当食品检验 

员，检查一下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不安全。



②每次请  3~5  名幼儿，并集体检查讨论。

③讨论零食中的安全隐患，克制自己，少吃或不吃零食。

教师小结：所以，小朋友们要少吃或不吃这样的零食，才会健康成长。 

活动总结：注意食品安全。

活动中我结合当地幼儿的已有经验，使用了观察法、图示法和实物操作法 
等教学方法。通过看一看，找一找，闻一闻，画一画等环节，利用多种感官参 
与活动，了解了辨别食品安全的方法。通过本次活动，幼儿达到了重点，难点 
也到了突破，不过在活动中可以考虑投入更多的食品包装袋，让每位幼儿参与 
寻找，体现幼儿自主性。

我们每天都面对各种琳琅满目的食品，可是小朋友们是否会注意食品上包 
装呢，今天这节课就教幼儿认识包装上的安全信息及标志，学会观察和辨认，

克制吃零食的习惯。您是否在苦恼教案怎么写   ?每天更新幼儿园教案，相信一定 

会给你的备课工作带来灵感。欢迎收藏和分享   !

活动目标：

1 、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2 、能仔细观察、分析哪些食品时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3 、在生活中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克制自己，少吃零食。

活动准备：

1 、各种食品包装袋及瓶、罐。

2 、霉变及变质的食品若干。

3 、教学挂图。

活动过程：

1 、活动导入，谈话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过食品包装上的安全信息呢    ?在正规超市



买的食品外包装上会有生产日期和安全标志，你们知道吗    ?



2 、活动展开：观看教学挂图。

(1) 观看教学挂图，认识生产日期和安全标记。

①教师出示挂图上的生产日期及安全标志的图片，请幼儿观察并辨认。

教师提问：图中的食品包装袋和牛奶瓶上有什么数字和图案    ?它们有什么用?

②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这是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安全标记。它们可以告 
诉我们所购买的食品是不是安全的，可不可以放心食用。在保质期内的食品时 
安全的，过了保质期就坏掉了，吃了可能会生病。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是安全    
的，没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最好不要购买。和爸爸妈妈去买食品，可以提醒他们 
注意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安全标志。如果你不会计算保质期到什么时 
候，可以问问身边的大人。

(2) 观看教学挂图，学习分辨变质食品的正确方法。

①教师出示挂图上其他三幅图片。

教师提问：面包上面有什么，还能吃吗   ?开封后搁了一段时间的食品怎样才 

能知道有没有变质呢 ?牛奶、豆浆能在温室下放很久吗  ?

②请幼儿回答，大家评论。

③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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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牛奶、豆浆在室温下不能放太久。

3 、活动展开：实地观察分辨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①师：我这里有一些食品的包装以及各种食品，请小朋友来当食品检验 

员，检查一下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不安全。

②每次请  3~5  名幼儿，并集体检查讨论。

③讨论零食中的安全隐患，克制自己，少吃或不吃零食。

教师小结：所以，小朋友们要少吃或不吃这样的零食，才会健康成长。 

活动总结：注意食品安全。

活动设想：



交通工具是现代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这些交通工具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会给我们人身安全带来危害。于是对幼儿进行交通安全 
教育，成了一种必要的活动。为了让幼儿懂得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所以我选择孩子们生活中最常见和亲身体验过的交通工具“公交 
车”来设计本次活动，让幼儿了解交通工具与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关系，懂得 
乘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

活动目标：

1 、通过学习乘车小常识，增强幼儿的交通安全意识。

2 、激发幼儿主动关心别人，愿意做一名文明小乘客。

3、游戏活动中体验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结合辖

区内的实际情况，选择乘坐安全性最大的车。

4 、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 、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教学图片、音乐《汽车》

活动过程：

( 一) 、放音乐带领幼儿玩“开汽车”的游戏，引出课题。

——在音乐声中，幼儿与教师一起开汽车进入游戏场地。

—— “小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开着我们的小汽车来到了我们的活动室，那 

你们有没有和爸爸、妈妈乘坐过公交车?”

—— “公交车是什么样子的，和我们看到的摩托车、三轮车有哪些不一样     ?

—— “公交车前排座位是留给谁做的  ?

—— “我们在乘车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

(二)、教师出示教学图片，与幼儿一起讨论图片上的幼儿做得对不对    ?为什

么?我们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文明小乘客呢  ?

(1) 出示图。“有个小朋友在公交车上与其他小朋友大声吵闹，走来走去 
的。     ”

师问：这样的小乘客能做文明小乘客吗  ?为什么?他该怎么做?



(2) 出示图“有个小朋友把头伸到窗外东张西望，而且把手伸出去。        ”

师问：这样的小乘客能做文明小乘客吗  ?为什么 ?他该怎么做?

(3) 出示图“有个小朋友在公交车上吃东西，而且把垃圾乱扔。        ”

师问：这样的小乘客能做文明小乘客吗  ?为什么 ?他该怎么做?

(三)、小结：

我们在乘坐公交车时都要做一个注意安全，讲文明、讲礼貌的小朋友，不 
能像图中的小朋友那样不注意乘车安全，不讲文明礼貌。小朋友你下次乘车

时，你会怎么做呢 ?请个别小朋友讲述正确的乘车方法，除了做到正确乘车，还 
有，出门时最好不要坐三轮车和无照驾驶的私人车。这些车都会小朋友们带来    
很多安全隐患，你们知道了吗  ?然后让全班小朋友用绘画的形式，表现自己乘车 
的行为。

活动反思：

首先，我通过提问，了解孩子们平时乘坐公交车的经验，让幼儿说说他们     
在车上看到什么 ?都坐过哪路车 ?公交车是什么样子的 ?车里的前排座位是留给谁 
坐的……  ，鼓励孩子们能大胆、积极说出自己的经历和想法。

在看图讲述的过程中，孩子们都能积极讲述图中所发生的事，并能正确判 
断图中的小朋友的行为对不对，为什么做得不对，这样做有哪些危险，从而了 
解正确的乘车规则。

活动小结时，我请幼儿说说自己乘坐公交车有没有注意礼貌，遵守交通安     
全守则，大部分小朋友都能积极回答，有的幼儿还说：          “以后我要主动为老爷 
爷、老奶奶、还有行走不方便的人让座。        ”

在绘画的过程中大部分幼儿都能将自己的想法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但 

有些幼儿的画较空洞，没有画出具体的内容，还需要更多的启发、引导。

通过这次活动，我班幼儿对安全乘车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知道乘坐交 

通工具时应遵守的交通规则。

活动目标

1 、认识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以及安全标志。

2 、能仔细观察、分析哪些食品时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3 、在生活中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克制自己，少吃零食。



4 、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能力。

5 、引导幼儿初步掌握日常生活中的食品安全。

活动准备

1 、各种食品包装袋及瓶、罐。

2 、霉变及变质的食品若干。

3 、教学挂图。

活动过程

1 、活动导入，谈话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过食品包装上的安全信息呢    ?在正规超市

买的食品外包装上会有生产日期和安全标志，你们知道吗    ?

2 、活动展开：观看教学挂图。

(1) 观看教学挂图，认识生产日期和安全标记。

①教师出示挂图上的生产日期及安全标志的图片，请幼儿观察并辨认。

教师提问：图中的食品包装袋和牛奶瓶上有什么数字和图案    ?它们有什么用?

②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这是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安全标记。它们可以告 
诉我们所购买的食品是不是安全的，可不可以放心食用。在保质期内的食品时 
安全的，过了保质期就坏掉了，吃了可能会生病。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是安全    
的，没有安全标志的食品最好不要购买。和爸爸妈妈去买食品，可以提醒他们 
注意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安全标志。如果你不会计算保质期到什么时 
候，可以问问身边的大人。

(2) 观看教学挂图，学习分辨变质食品的正确方法。

①教师出示挂图上其他三幅图片。

教师提问：面包上面有什么，还能吃吗   ?开封后搁了一段时间的食品怎样才 

能知道有没有变质呢 ?牛奶、豆浆能在温室下放很久吗  ?

②请幼儿回答，大家评论。

③教师小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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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牛奶、豆浆在室温下不能放太久。

3 、活动展开：实地观察分辨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①师：我这里有一些食品的包装以及各种食品，请小朋友来当食品检验 

员，检查一下哪些食品是安全的，哪些食品不安全。

②每次请  3~5  名幼儿，并集体检查讨论。

③讨论零食中的安全隐患，克制自己，少吃或不吃零食。

教师小结：所以，小朋友们要少吃或不吃这样的零食，才会健康成长。 

活动总结：注意食品安全。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有关安全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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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3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4 、加强幼儿的食品安全意识。

5 、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认识合理营养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教学过程：

(一)  谈话引入课题

今天中午食堂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美味呢  ?爱吃吗 ?

大家的回答让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民以食为天。可见食品对我们生 

活和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能说说平时都喜欢吃些什么吗 ?



大家喜欢吃的东西真是各式各样，那是不是所有的食品对我们人体都有好 

处呢?

今天这节晨会课，老师想和大家一起走进食品王国，来学习一些关于食品 

安全的小知识。

(二)视频引入垃圾食品

瞧，这是什么 ?(辣条)好吃吗?

这好吃的辣条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看了这段视频，谁有话要说  ?

原来这美味的辣条背后藏着这么可怕的秘密。看来不是所有的食物都能吃 
的，有些食物虽然好吃，但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三)介绍垃圾食品

生活中，我们把像辣条这样对身体有害的食品称之为“垃圾食品”。 

你还知道哪些垃圾食品 ?

老师也收集了一些关于垃圾食品的小知识，现在我们请杨晨宇帮我们介绍 

一下。

平时喜欢吃这些东西吗 ?

但是这些食品存在的安全隐患，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啊。

食品安全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联系实际，你打算以后怎么做     ?

少吃零食   不吃油炸类食品   多吃瓜果蔬菜

看来今天的晨会课，大家都收获不少啊。

(四)介绍食品卫生习惯

其实要想做到安全饮食，除了要选择正确的食品以外，，还应该注意些什 

么?

单老师这边也有几条注意点，对照这些要求，你觉得那些地方需要改进     ? 

大家的决心可真大。老师相信你们一定会对号入座，真正做到健康饮食。



通过今天的学习，大家对食品安全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让我们一起保食品 

安全，筑健康长城。

最后老师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安全饮食，健康成长。

让我们牢记这句誓言  !

学校工作无小事，安全工作大于天  "。为进一步加强幼儿安全教育，培养幼 
儿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及自我保护的能力，避免和减少意外伤害事故的发     
生，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特开展以安全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1 、培养幼儿的初步安全意识，      自我保护意识。

2 、教幼儿学习一些常见的安全标志，及常见的交通标志。

3、根据幼儿生活经验和实际发展水平，让幼儿学会一些简单的安全知识技

。

4 、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 、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安全环境创设，安全小故事，安全儿歌，交通标志，防火演练等。

1、教育幼儿不能拿玩具及尖锐物品和他人打闹，在使用小剪刀时要注意安 
全，避免戳伤，不互相追打、乱跑碰撞，更不能抓、咬、打他人。

2 、教育幼儿上下楼梯靠右边走，不从楼梯扶手往下滑，不做爬窗、扒窗、 

跳楼梯、玩门、从高处往下跳等危险的动作。

3、教育孩子要养成到公共场所注意观察消防标志和疏散方向的习惯     ;知道

各种报警电话，懂得如何报警。特别是发生火灾怎么打火警电话、怎么逃生。 

学习  110、   119、   120  电话的拨打方法和报警方法，向大人求助的方法。

能



4、教育幼儿不随意轻信陌生人的话，未经家人允许不跟陌生人走，更不要   
让陌生人碰自己的身体，如果陌生人要这么做，一定要尽快逃开。        (教案出自：



快思教案网 )学会应对可疑陌生人的方法，了解应对敲诈、恐吓、性侵害的一般 
方法，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形成在遇到危及自身安全时及时向他人求助的意       
识。

5 、教育幼儿没成人带领下不能自己过马路，过马路时，应遵守交通规则， 

走人行道，不在马路上停留和玩耍，上街走路靠右边走。

6、消防演练，组织幼儿进行一次防火演练，教育幼儿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降低重心，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

1 、小朋友，要警惕，异物不放囗鼻里。

2 、水果刀，大人用，等我长大才能动。

3、火灾逃生有技巧，湿巾捂鼻弯腰走。跟着老师不乱跑，听从指挥好宝

。

讲授法、提问法刺激听觉感官，示范法、观看法刺激视觉感官，练习法、 
游戏法综合刺激各种感官……因此，教学方式的成败与否，关键是看能否发挥 
出它应有的刺激性。教师要不断锤炼自身的刺激能力，如独具特色的肢体动    
作，极富渲染的表情神态，变化多端的语言声调等，这是实现教学方式刺激性 
的基础。因此优秀的教师应该时刻关注孩子的肢体、眼睛、嘴巴，了解孩子的 
内心状态，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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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幼儿动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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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2 、让学生说一说怎样区分问题食品，预防食品中毒。



二、重点

1 、认识食物中毒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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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要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思想，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全体师 
生的身心健康问题。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要引起注意，如果忽略   
了这项，其后果不堪设想。

教学反思：

活动中我结合当地幼儿的已有经验，使用了观察法、图示法和实物操作法 
等教学方法。通过看一看，找一找，闻一闻，画一画等环节，利用多种感官参 
与活动，了解了辨别食品安全的方法。活动中，我先播放了小女孩超市购物的 
视频，经过观看幼儿知道了购买商品应该了解的包装袋安全信息，但是由于孩 
子对于包装袋安全信息接触少，所以提及安全标志，生产日期等信息时，孩子 
们说不出。在讲述垃圾食品时，孩子们经过鼓励，能说出身边常见的垃圾食    
品，但在绘画时多数幼儿模仿了别人，没有画出不同的垃圾食品，需要鼓励。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达到了重点，难点也到了突破，不过在活动中可以考虑投 

入更多的食品包装袋，让每位幼儿参与寻找，体现幼儿自主性。

活动目标：

1、知道把珠子、扣子、硬币等小物品，赛道耳朵、鼻子、嘴巴里会有危 

险。

2、     自己或者同伴有异物塞进口、鼻子、等处时，知道及时告诉大人。

3 、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 、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 、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 、多媒体教学资源《危险的小圆珠》。

2 、各种小圆珠实物。

活动过程：

一、       创设情境，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1)  游戏《指五官》。

教师说：鼻子、鼻子、嘴巴  (或眼睛、耳朵、鼻子 )。

请幼儿依次指出嘴巴、眼睛、耳朵、鼻子。

(2)  教师带领幼儿分别闭上眼睛走一走，捂着耳朵听老师唱歌，轻轻捏住 

鼻孔、闭着嘴巴呼吸，具体感知一下五官的作用。

二、       讲述故事《危险的小圆珠》，引导幼儿感知异物入鼻的危险。

(1)  播放多媒体教学资源《危险的小圆珠》。

提问：明明睡觉的时候偷偷地玩什么  ?他把小圆珠放到哪里了 ?这样做对吗? 

为什么?



(2)  小结：把小圆珠放在鼻子里，会堵住鼻孔不能呼吸。小圆珠如果进入 

鼻子深处，会很危险。



三、       引导幼儿说一说：怎样才能让五官避免伤害。

(1)  哪些东西不能放在耳朵、鼻子或嘴巴里，为什么  ?

(2)  进餐和吃水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

(3)  入园时不能带什么 ?午休时不能玩什么?

(4)  阅读幼儿用书第  42-43  页：简单了解有异物进入口、鼻、耳怎么办 ?

(5)  小结：笔帽、扣子、棋子、发卡、图钉、硬币等一些小的物品不能往

耳朵、嘴巴、鼻子里塞  ;进餐吃水果的时候不能大声说笑，不然小饭粒就容易进  
入气管 ;早上入园不带小物品  ;午休时不咬拽衣服扣子、拉链，不玩被角、线        
头、棉花等，有异物进入口、鼻等处时要及时告诉老师    ;看到同伴不小心把小物 
品放入口、鼻等处时，要及时告诉老师。

活动反思：

通过这类活动能够培养幼儿对物品作用的熟悉，也能够让幼儿在看图和听 
老师讲解的途中学习到危险的概念，懂得什么东西能够玩什么东西不能玩。在 
幼儿安全教育中必不可少。但是在此类教学活动中，并不能把所有的危险和有 
危险的物品都让孩子们掌握，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思想上培养幼儿的安全 
意识尤为重要。

活动目标：

1 、知道爱护自己的小手，不去玩尖利的东西。

2 、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和保护方法。

3 、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 、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5 、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活动准备：

1 、手受伤的小狗玩具。

2 、红药水、紫药水、     白纱布各少量。



活动过程：



1 、出示小狗玩具，通过故事导入：         “今天小狗在玩的时候可不小心了，弄

伤了自己的手，它好疼，都快哭了!  ”

讨论：

(1) 这个小狗的手怎么啦 ?(出血了)

(2) 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呢 ?(被东西划破了 )

(3) 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 ?为什么?(小刀、剪刀、针、玻璃等。因为这些东

西很尖，很锋利。   )

(4)启发幼儿回忆：      自己的手有没有被划破过，手划破了有哪些不方便。

2 、讨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       (平时不玩剪刀、小刀、针、玻璃

片、铁片等尖利的东西。    )

小结：我们周围有很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锋利的，如果我们 
去玩这些东西，就会把手划破，给自己带来危险和许多不方便。所以小朋友们 
不要去玩这些东西。

3、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小狗  (或自己 )受了伤的手。

(1) 如果手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口   ?为什么?(不 
能，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    )

(2) 手受伤了怎么办 ?(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然后涂上红药水或紫 

药水 ;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    )

(3) 手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 ?(不能把伤手浸在水里，不能把纱布拿掉， 
要按时找老师、医生换药等。    )

教师小结：如果我们的小手在玩游戏或在不小心的时候受了伤，就要好好 
的去保护它，严重时要找医生处理包扎，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快快地好起    
来。

活动反思：



《纲要》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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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幼儿园的健康教学应与日常生活中的健康教育相结合。因       
此，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小朋友误伤小手的视频，引起幼儿对保护小手安全的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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