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预防结核病活动总结 小学生关爱生
命预防溺水班会(通用9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
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预防结核病活动总结篇一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有关生命的来之不易与宝贵，感悟生命的可贵。

2、使学生学会珍惜生命，学会自救的方法[教学过程]：

1、导入

今年3月11日(星期日)，诏安县深桥中心溪园小学2名四年级
学生私自到桥东镇象头自然村淡水虾池玩耍，不幸溺水身
亡;3月27日傍晚放学后，三明市三元区岩前中学2名初三学生
私自到河边游泳，不慎溺水身亡;4月15日(星期日)，永定县
三中3名初三学生到县芦下坝水电站桥下河边玩耍不慎落
水，2人溺水身亡。

听了这几个故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轻
松。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
瞬消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小结：人，应该珍惜生命。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珍惜我
们的生命——防溺水教育



2、溺水已成为我市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随着天气逐渐
变热，溺水的危险将增加。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
因为缺少游泳常识而溺水死亡者时有发生。据有些地区统计，
溺水死亡率为意外死亡总数的10%。因此，我们外出游泳洗澡
严格遵守“七不”：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
泳;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水边玩
耍嬉戏;不盲目下水施救。

3、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
劳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4、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对水
情不熟而贸然下水，极易造成生命危险。万一不幸遇上了溺
水事件，溺水者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积极自救：

(3)要是大腿抽筋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对于溺水者，除了积极自救外，还要积极进行陆上抢救：

(1)若溺者口鼻中有淤泥、杂草和呕吐物，首先应清除，保持
上呼吸道的通畅;

5、课堂总结：

同学们，珍惜我们的生命吧。珍惜生命就是珍惜每一天。请
同学说说怎样珍惜每一天?

[结束语]：

同学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
在无穷的探索里，你会看到光辉、灿烂的前景。祝愿大家今
天好，明天会更好!



小学预防结核病活动总结篇二

活动目的：

2、知识目标——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知道每一个
学生(包括公民)都要提高安全意识。

3、能力目标——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溺水安全的不良习
惯，提高对生活中违反安全原则的行为的辨别能力。

活动形式：

以讨论为主

班会过程：

一、导入

二.议一议

同学们,这些小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溺水事故呢?他们违反了哪
些安全规则呢?

班长:有的学生私自下水,没有成人的陪同下;有的学生为了逞
强好胜，在不知水的深度和水底的情况下，就潜入水底;有的
甚至在水里连续游两个小时以上，还做各式各样的姿势，这
样很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等等。

三.说一说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游泳安全的知识。

a：保持自身良好的身体状态;下水时切勿太饿、太饱。饭后一
小时才能下水，以免抽筋;饮酒不宜游泳;有开放性伤口、皮



肤病、眼疾不宜游泳;感冒、生病、身体不适或虚弱不宜游泳。

b：做好充足准备工作，预防抽筋;做好身体热身准备工作，游
泳前先在四肢撩些水，然后再跳入水中。不要立刻跳入水中;
腹部疼痛时，应上岸，最好喝一些热的饮料或热汤，以保持
身体温暖。

c：营造安全游泳的环境，小心溺水;不要随兴下水，特别是野
外;下水前试试水温，若水太冷，就不要下水;风浪太大、照
明不佳不要游泳;若在江、河、湖、海游泳，则必须有伴相陪，
不可单独游泳;下水前观察游泳处的环境，若有危险警告，则
不能在此游泳;不要在地理环境不清楚的峡谷游泳。这些地方
的水深浅不一，而且凉，水中可能有伤人的障碍物，很不安
全。

d：跳水前一定要确保此处水深至少有3米，并且水下没有杂草、
岩石或其他障碍物。以脚先入水较为安全;在海中游泳，要沿
着海岸线平行方向而游，游泳技术不精良或体力不充沛者，
不要涉水至深处。在海岸做一标记，留意自己是否被冲出太
远，及时调整方向，确保安全;游泳时禁止与同伴过份的开玩
笑;要在有救生员及合格场所游泳。

朱：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事件时我们怎样自救?

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因为深吸气时，人体比重降到0.967，
比水略轻，可浮出水面(呼气时人体比重为1.057，比水略重)，
此时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而使身体下沉
更快。

b：对于手脚抽筋者，若是手指抽筋，则可将手握拳，然后用
力张开，迅速反复多做几次，直到抽筋消除为止;若是小腿或
脚趾抽筋，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用抽筋肢体对侧的手握住
抽筋肢体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同时用同侧的手掌
压在抽筋肢体的膝盖上，帮助抽筋腿伸直;要是大腿抽筋的话，



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决。

a：将伤员抬出水面后，应立即清除其口、鼻腔内的.水、泥及
污物，用纱布(手帕)裹着手指将伤员舌头拉出口外，解开衣
扣、领口，以保持呼吸道通畅，然后抱起伤员的腰腹部，使
其背朝上、头下垂进行倒水。或者抱起伤员双腿，将其腹部
放在急救者肩上，快步奔跑使积水倒出。或急救者取半跪位，
将伤员的腹部放在急救者腿上，使其头部下垂，并用手平压
背部进行倒水。

b：呼吸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一般以口对口吹气为最
佳。急救者位于伤员一侧，托起伤员下颌，捏住伤员鼻孔，
深吸一口气后，往伤员嘴里缓缓吹气，待其胸廓稍有抬起时，
放松其鼻孔，并用一手压其胸部以助呼气。反复并有节律
地(每分钟吹16～20次)进行，直至恢复呼吸为止。

c：心跳停止者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摩。让伤员仰卧，背部垫
一块硬板，头低稍后仰，急救者位于伤员一侧，面对伤员，
右手掌平放在其胸骨下段，左手放在右手背上，借急救者身
体重量缓缓用力，不能用力太猛，以防骨折，将胸骨压下4厘
米左右，然后松手腕(手不离开胸骨)使胸骨复原，反复有节
律地(每分钟60～80次)进行，直到心跳恢复为止。

四.小结

今天我们在班会上通过多种形式对同学进行“预防溺水”安
全知识的宣传，包括“溺水常识”、“溺水的预防与急救”
等等，教育同学要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提高对溺水危害的
认识，坚决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掌握了游泳的安全知识和急救基本常
识。为了更好的记忆，我在这里给同学们朗诵诗歌“防溺水
歌”。请听诗歌朗诵。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
深水很重要。

我防溺水有高招，泳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脚弯弯腰，预备
动作不可少。

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杯
糖水解疲劳。

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
远离危险身体好。

小学预防结核病活动总结篇三

学目标：

1、全面推动我校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学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发
生。

2、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学习防汛、防溺水的有关知识，在
学习中提高自救自护的能力。

3、初步了解防汛、防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学生
提高安全意识。

教学重点：

学习了解防汛、防溺水方面的基本知识，培养防范能力。

教学过程：

一、引入

现在是夏季，天气多变，雨水多，河里、小溪里经常会涨水，



很多小朋友喜欢去河边、溪边玩水，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而且，夏天天气很热，有的同学就悄悄地去河里、池塘里洗
澡，而发生溺水身亡的事件，失去了生命，爸爸妈妈很伤心、
老师也很伤心。

二、防汛知识教育

1、不到河里、沟边去玩耍，下雨天，不去河边、沟边洗手洗
脚，以免滑落水中。

2、发洪水时应注意往高处逃;

3、尽力躲避大浪;

4、尽量抓住浮托物;

5、挥动鲜艳衣物呼救;

6、洪水来时，如正在教室上课，要听从老师的指挥，有秩序
地转移，紧急时要抓牢课桌、椅子等漂浮物，尽可能与老师、
同学在一起，等待营救，千万不要独自游泳回家。

7、山区山洪暴发，山沟、河滩中水深齐膝，水流又急时，学
生不能单身过河。放学路上遇桥梁、道路坍塌，不能冒险通
过，可返回学校留宿或请老师想别的方法。

三、防溺水知识教育

(一)、游泳小常识：

1、必须在家长(监护人)的带领下去游泳。单身一人去游泳最
容易出问题，如果你的同伴不是家长(成年人)，在出现险情
时，很难保证能够得到妥善的救助。

2、身体患病者不要去游泳。中耳炎、心脏病、皮肤病、肝、



肾疾病、高血

压、癫痫、红眼病等慢性疾病患者，及感冒、发热、精神疲
倦，身体无力都不要去游泳，因为上述病人参加游泳运动，
不但容易加重病情，而且还容易发生抽筋、意外昏迷，危及
生命。传染病患者易把病传染给别人。另外女同学月经期间
均不宜游泳。

3、参加强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后，不能立即跳进水中游泳，
尤其是在满身大汗，浑身发热的情况下，不可以立即下水，
否则易引起抽筋、感冒等。

4、被污染的(水质不好)河流、水库、有急流处、两条河流的
交汇处以及落差的河流湖泊，均不宜游泳。一般来说，凡是
水况不明的江河湖泊都不宜游泳。

5、恶劣天气如雷雨、刮风、天气突变等情况下，也不宜游泳。

(二)、游泳前要做好准备活动。

1、在游泳之前一定要做充足的准备活动。夏季天气炎热，不
做准备活动马上入水，水温、体温、气温相差很大，聚然入
水，毛孔迅速收缩，刺激感觉神经，轻则引起肢体抽筋，重
则引起反射性心脏停跳休克，很容易造成溺水死亡。

2、如何准备：

通过跳跃、慢跑使身体发热但不出汗至2-4分钟。其目的是使
身体内各个器官进入到活动状态。

2、做徒手操：使身体各关节、韧带及身体肌肉做好充分活动
准备，以防受伤。

3、入水前用冷水淋浴一下，以适应水温，然后下水。



4、水上准备工作。入水后不宜马上快速游泳，更不宜马上流
入深水区。应在浅水区适应一段时间后，再逐渐加速。

(三)、游泳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应该相互关照、相互关心，而不应该相互嬉水，或捉弄对
方。一起去游泳，如果有人提前上岸，要告诉同伴，一起去
游泳应该一起回家。

2、到天然游泳场所(如江河、水塘、水库)游泳，应该有家长、
亲人或老师的带领。特别强调初学者不要到野外去游泳。

3、要注意休息，不要长距离游泳，不要远离伙伴。如果感到
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在岸上观看同伴游泳，
留心他们的安全。

4、中小学生不游潜泳，更不能相互攀比潜水的时间谁更长，
潜水的距离谁更远。这样做很容易发生危险。

(四)、游泳中的紧急情况及自救。

1、抽筋：是肌肉不自主的强直性收缩，水温过低或游泳时间
过长，都可能引起抽筋，发生抽筋时最重要的是保持镇静，
不惊慌。

2、一般处理办法。

(1)如果发现有抽筋现象，应马上停止游泳，立即上岸休息，
并对抽筋部位进行按摩。

(2)如果在深水中发生抽筋，且自己无力处理，而周围又无同
伴时，应向岸边呼救，千万不要慌张。

再次强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抽筋，都先向同伴或其他游泳
者呼叫：“我抽筋了，快来人呀!”



(五)、溺水的急救

1、发现溺水者如何将其救上岸。

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

特别强调：发现有人溺水，我们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
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器材呼救，未成年人保_也规定：“未
成年不能参加抢险等危险性活动。”这也是我们学校为什么
要强调学生去游泳要由家长带领。

2、如何开展岸上急救

(1)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立即将其口腔打开，清除口腔中
的分泌物及其他异物。如果溺水者牙关紧闭，要从其后面用
两手的拇指由后向前顶住他的下颌关节，并用力向前推进。
同时，两手的食指与中指向下扳颌骨，即可搬开他的牙关。

(2)控水。救护者一腿跪地，另一腿屈膝，将溺水者的腹部放
到屈膝的大腿上，一手扶住他的头部，使他的嘴向下，另一
手压他的背部，这样即可将其腹内水排出。

(3)如果溺水者昏迷，呼吸微弱或停止，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通常采用口对口吹气的方法效果较好。若心跳停止还应立即
配合胸部按压，进行心脏复苏。

(4)注意，在急救的同时，其他要迅速打急救电话。或拦车送
医院。

四、小结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手里，希望通过这次
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小学预防结核病活动总结篇四

1、煤气中毒的季节和原因

(1)每年的冬天,人们烤火或用热水器洗澡的时稍不注意,就会
发生煤气中毒的现象。

(2)因为天气的问题，关闭所有窗户，导致空气不流通引发煤
气中毒。

(3)由于用户的忽略，导致煤气瓶的阀门没有关闭，从而引发
煤气中毒。

2、煤气中毒的过程

我们知道人体的血液是由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及血浆组
成。人们在生命过程中所需要的氧气，是靠红血球中血红蛋
白把氧气带给人体的各个部分的。煤或木炭在氧气不足、燃
烧不完全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气体-煤气。一氧化碳攻击性很
强，空气中含0.04%~0.06%或以上浓度很快进入血流，在较短
的时间内强占人体内所有的红细胞，紧紧抓住红细胞中的血
红蛋白不放，使其形成碳氧血红蛋白，取代正常情况下氧气
与血红蛋白结合成的氧合血红蛋白，使血红蛋白失去输送氧
气的功能。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力比氧与血红蛋白的
结合力大300倍。一氧化碳中毒后人体血液不能及时供给全身
组织器官充分的氧气，这时，血中含氧量明显下降。大脑是
最需要氧气的器官之一，一旦断绝氧气供应，由于体内的氧
气只够消耗10分钟，很快造成人的昏迷并危及生命。

3、煤气的症状

一氧化碳气体能与人体红血球中血红蛋白结合，使血红蛋白
丧失携带氧气的能力而是人发生中毒。中毒前期出现的症状
是:头昏头痛，眼花心慌，恶心呕吐，紧接着上述症状加剧，



眩晕昏睡，脉搏细快而弱，血压下降。最后常常因为严重缺
氧而窒息死亡。

4、急救的方法

如果发现煤气中毒的患者，首先应该立即打开门窗，将患者
移到空气新鲜`通风透气的地方,紧接着通知医院派车和医生
前来抢救。

大竹园初中安全教育材料

大竹园初中安全教育材料

1、问答题

(1)假如你煤气中毒了，你该怎么办?

(3)如何预防煤气中毒?尝试举例加以说明。

2，实例分析讨论

煤气中毒考研女生挣扎打开一扇门救了三条命

3个在校外租房准备考研的女生煤气中毒。所幸其中一女生及
时打开门，3人幸免于难。小李是原西师文学院的自考生。7
月份毕业后，她和另外两个同样准备考研的校友合租了一套
三室一厅的房子。昨下午4时许，3人在有空调的客厅里看书，
厨房在烧开水。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都觉得头晕，全身没
力气??”小郭说，她和另一个同学渐渐没了力气，趴在书桌
上动不了;小李则用虚弱的声音问是不是煤气中毒了，刚说完，
她也瘫倒在地。但小李并没放弃希望，她慢慢往门边爬去，
两米不到的距离，爬了很久。她终于站了起来，门被打开了，
一股新鲜空气进来。“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打开门大家
都要完蛋。”小李说。约过了10分钟，小李体力有所恢复，



打电话叫来同学，她们被送往校医院。事后发现，因当时刮
大风将窗户关死，并将炉火吹熄，造成屋中3人中毒。

(1)、小组讨论，这个实例说明了什么现象?

(2)、假如这种现象发生在你身上，你怎么处理?

1、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同学门都基本掌握了什么是煤气中毒，
以及发生了煤气中毒该采取的措施。

2、让学生在思想上，意识上要懂的自我保护、提高应急、自
救与保护能力

3、提高日常生活的保护意思，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减少安全隐患发生的频率。

小学预防结核病活动总结篇五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让学生充分了解火灾中各种逃生自救的办
法

提高学生的自救意识。

二、教学内容

(一)复习：小组为单位汇报搜集成果。

(二)展示幻灯片学习自救知识

几种逃生方法的总结：

1、关门求生2、测试门的温度

3、从窗户逃生4、高层建筑火灾逃生



5、公共场所火灾逃生6、安全出口逃生

(三)教师介绍火灾报警须知：

1、牢记火警电话“119”，事发时可用任何一部电话播打(注：
无论欠费与否)。

2、火灾情况要报详细：×××单位、××区××街××号发
生火灾，×××物质在燃烧，火势很大，请速来扑救，我的
电话是×××××××。

3、要派人来主要路口迎接消防车。

(四)教师引领学生在校内考察逃生路线

一、制作逃生路线图

二、制作逃生路标

(五)小组为单位制作简易防毒面具。

三、教学小结：

学生评选出最佳线路图

防毒面具展示

四、作业：设计家庭火灾逃生方案

小学生防火自救安全教育课

小学预防结核病活动总结篇六

1、初步了解(流感)病毒，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2、养成幼儿良好的卫生习惯，知道预防禽流感的方法。

1、通过学习，加强学生生命感教育。

预备：新闻视频、图片、健康小卫士粘贴标志。

让学生充分了解h7n9禽流感症状及预防常识。

搜集有关h7n9禽流感的相关信息。

一、播放视频(儿童医院门诊及有关禽流感的报导)。

刚才你在电视里看到了甚么?有的人他们生了甚么病?你知道
这些病的危害吗?

二、播放有关禽流感病毒资料，了解有关禽流感知识。

禽流感主要是指禽中流行的由流感病毒引发的感染性疾病。
禽流感病毒可分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低致病性禽流感病
毒和无致病性禽流感病毒。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目前只发
现h5和h7两种亚型。由于种属屏障，禽流感病毒只在偶然的
情况可以感染人，既往确认感染人的禽流感病毒
有h5n1、h9n2、h7n2、 h7n3、h7n7、h5n2、h10n7，症状表现各
不相同，可以表现为呼吸道症状、结膜炎、乃至死亡。人感
染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后常表现为高热等呼吸道征状，
常常很快发展成肺炎，乃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和全身器官
衰竭，乃至死亡。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以后，患者一般表现为流感样症状，
如发热、咳嗽、少痰，可伴随头痛、肌肉酸痛和全身不适。
重症患者病情表现为重症肺炎，体温大多延续在39℃以上，
呼吸困难，可伴随血痰，白细胞总数一般不高或下降。重者
出现呼吸衰竭，乃至死亡。



三、了解预防禽流感的方法。

禽流感来了，我们应当怎样做?病毒其实不可怕，科学能克服
病毒。

科学家本领真大，发现了这么多抵抗病毒的方法。我们应当
怎样做?不准禽流感病毒进进我们身体内、多锻炼、开窗、不
到疫区、打预防针……。现在我们已知道了怎样来预防禽流
感的传播，其他的人还不道，你想用甚么办法来告知他们。

预防禽流感的方法

1、不往疫区旅游。

2、不与活禽接触。

3、重视疾病预防。

4、重视高温消毒。

5、留意个人卫生和室内透风。

四、学生讨论交流。

五、老师总结。

现在让我们来做健康小卫士，每一个小朋友贴上标志，让我
们往告知爸爸妈妈和家里的人吧。

小学预防结核病活动总结篇七

教学过程：

一、导入



20xx年5月25日下午5点多，暂住在我镇某村山坡上简易搭盖
屋以种菜为生的重庆外来工彭某某，其6岁的儿子彭某因嫌天
气热而到屋旁的废弃水塘边玩水，不幸滑落水中溺水身亡。
听了这件事以后，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不会感到轻
松。你是否感叹，是否惋惜，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世界上转瞬
消失？此刻，你在想什么？请同学谈谈你的看法。

小结：人，应该珍爱生命。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珍爱我
们的生命——防溺水教育

二、“防溺水”的重要性

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的“生命杀手”。近几年来，我市已发
生数起中小学生在节假日溺水事件。随着天气逐渐变热，溺
水的危险将增加。

在炎热的夏季，许多人喜欢游泳，因为缺少游泳常识而溺水
死亡者时有发生。据有些地区统计，溺水死亡率为意外死亡
总数的10%。因此，我们外出游泳洗澡要严格遵守“四不”：
未经家长老师同意不去；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深
水的地方不去；不熟悉的江溪池塘不去。

三、溺水原因

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不会游泳；游泳时间过长，疲劳
过度；在水中突发病尤其是心脏病；盲目游入深水漩涡。

四、保障生命安全

如何保证游泳的健康和安全，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对水情
不熟而贸然下水，极易造成生命危险。万一不幸遇上了溺水
事件，溺水者切莫慌张，应保持镇静，积极自救：

（3）要是大腿抽筋的话，可同样采用拉长抽筋肌肉的办法解



决。

对于溺水者，除了积极自救外，还要积极进行陆上抢救：

（1）若溺者口鼻中有淤泥、杂草和呕吐物，首先应清除，保
持上呼吸道的通畅；

（2）若是溺者已昏迷，呼吸很弱或停止呼吸，做完上述处理
外，要进行人工呼吸。可使溺者仰卧，救护者在身旁用一手
捏住溺者的鼻子，另一手托着他的下颚，吸一口气，然后用
嘴对着溺者的嘴将气吹入。吹完一口气后，离开溺者的嘴，
同时松开捏鼻子的手，并用手压一下溺者的胸部，帮助他呼
气。如此有规律地反复进行，每分钟约做14—20次，开始时
可稍慢，以后可适当加快。

（作为小学生以上自救知识仅为了解，不要勉强为之，更好
的方法是积极向有能力的大人求助，切莫延误救助。）

5、课堂总结：

小学预防结核病活动总结篇八

活动目的：

为了增强全体学生对春季常见传染病知识的了解和预防，以
确保广大师生身心健康、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对
学生进行春季传染病主题班队会。

活动过程：

预防春季传染病

1、流行性腮腺炎



病人在腮腺明显肿胀前6—7日至肿胀后9日期间具有传染性，
患病初期可有发热、头疼、无力、食欲不振等前期症状，发
病1—2日后出现颧骨弓或耳部疼痛，然后出现唾液腺肿大，
通常可见一侧或双侧腮腺肿大。

2、流行性感冒

流感病人为传染源，主要在人多拥挤的密闭环境中经空气或
飞沫传播，亦可通过直接接触病人的分泌物而传播。患病时
出现发热、头痛、肌痛、乏力、鼻炎、咽痛和咳嗽症状，还
可出现肠胃不适。

3、水痘

病人从出现皮疹前2日至出诊后6日具有传染性。患病初期可
有发热、头疼、全身倦怠等前期症状，在发病24小时内出现
皮疹，皮疹分布呈向心性，即躯干、头部较多，四肢处较少。
大部分情况下，病人症状都是轻微的，可不治而愈。

4、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病人和隐形感染者均为传染源，主要通过消化道、
呼吸道和密切接触等途径传播。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尤以3
岁以下年龄组发病率最高。主要症状表现为手、足、口腔等
部位的斑丘疹、疱疹，少数重病病例可出现脑膜炎、脑炎、
脑脊髓炎、肺水肿、循环障碍等。

1、在人群聚集场所打喷嚏或咳嗽时，应用手绢或纸巾掩盖口
鼻，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意丢弃吐痰或揩鼻涕使用过的手
纸。

2、勤洗手，不用污浊的毛巾擦手。

3、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嚏)应立即洗手或擦净。



4、避免与他人公用水杯、餐具、毛巾、牙刷等物品。

5、注意环境卫生和室内通风，如周围有呼吸道传染病症状病
人时，应增加通风换气的次数，开窗时要避免穿堂风，注意
保暖。衣物、被褥等要经常在阳光下暴晒。

6、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增加机体的免疫能力。

7、尽量避免到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

1、学生分组讨论、交流。

2、集体交流。

大蒜是个宝，常吃身体好。

吃米带点糠，老少身体壮。

冬吃萝卜夏吃姜，体强力壮病不生。

吃了萝卜菜，啥病都不害。

管你伤风不伤风，三片生姜一根葱。

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豆腐保平安。

不干不净，吃了得病。

干干净净，吃了没病。

生吃瓜果要洗净，吃得卫生少生病。

要想身体好，吃饭别太饱。

暴饮暴食易生病，定时定量保安宁。



不喝酒，不吸烟，病魔见了都靠边。

希望同学们在生活中讲究卫生，有效预防传染病，健康成长，
快乐学习，好好生活。增长学生的卫生知识，增强学生的自
我保健意识。让学生了解了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
个人卫生习惯，加强体育锻炼，增强抵抗力等等，使学生们
懂得了只有好的、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学习。

小学预防结核病活动总结篇九

教学内容：小学生预防诺如病毒主题教育班会

教学目标：

2、从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如何预防诺如病毒。教学过程：

一、故事导入

2.毛毛为什么会生病？

师小结：小狗毛毛喝了不干净的水所以生病了。诺如病毒最
喜欢呆在不干净的水里，所以以后我们可不要像毛毛那样。

二、谈话：了解诺如病毒是怎么回事

1、讨论引出

——我们现在喝水为什么要自己带水呢？

——原来这是因为水里可能会有另一种细菌，它的名字叫诺
如。

2、了解症状

——出示图片这个小朋友心情怎么样？



——诺如病毒悄悄的跑到了他身体里，他很难受（拉肚子，
发烧等）

3、诺如的预防

——诺如真危险，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不让它到我们身体里面
呢？

——出示图片讲述：喝开水、经常洗手、不到人多的地方、
经常消毒、不小心生病要及时去医院。

三、了解诺如病毒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是由诺如病毒属病毒引起的腹泻，具有
发病急、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等特点，是引起非细菌性
腹泻暴发的主要病因。诺如病毒感染性强，以肠道传播为主，
可通过污染的水源、食物、物品、空气等传播，常在社区、
学校、餐馆、医院、托儿所、孤老院及军队等处引起集体暴
发。

诺如病毒遗传高度变异，在同一时期和同一社区内可能存在
遗传特性不同的毒株流行。诺如病毒抗体没有显著的保护作
用，尤其是没有长期免疫保护作用，极易造成反复感染。

治疗方法：目前尚无特效的抗病毒药物，以对症或支持治疗
为主，一般不需使用抗菌素，预后良好。脱水是诺如病毒感
染性腹泻的主要死因，对严重病例尤其是幼儿及体弱者应及
时输液或口服补液，以纠正脱水、酸中毒及电解质紊乱。

直接接触到感染者(如照顾病人，与病人同餐或使用相同的餐
具)。

有些食品在送至饭店或商店前可能被污染。一些暴发是由于
食用从污染的水中捕获的牡蛎。其它产品如色拉和冰冻水果



也可能在来源地被污染。

四、预防措施

由于诺如病毒感染病是一种常见的肠道传染病，容易在人群
密集的场所发生局部聚集病例。因而我们应共同做好预防工
作。

1.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2.不吃生冷食品和未煮熟煮透的食物，减少到校外的餐厅就
餐，特别是无牌无证的街边小店。

3.减少外出要会和参与大型活动机会，杜绝传染渠道。

4.一有情况，立刻就诊，并报告所在单位、社区。

健康教育：加强以预防肠道传染病为重点的宣传教育，提倡
喝开水，不吃生的半生的食物，尤其是禁止生食贝类等水产
品，生吃瓜果要洗净，饭前便后要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

病人、接触者及其直接接触环境的管理：

隔离：对病人、疑似病人和带菌者要分别隔离治疗。

突发疫情报告：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突发疫情后，城镇于6h
内，农村于12h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发病地的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报告。

消毒：对病人、疑似病人和带菌者的吐泻物和污染过的物品、
空气、饮用水、厕所等进行随时消毒，当染菌者送隔离病房
或治愈后进行终末消毒。最后总结班会结束 附主题班会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