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染病的预防教案 传染病的预防措
施(模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
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传染病的预防教案篇一

近些年来在世界各国广为流行。全年均可发病，手足口病多
发生在夏天和初秋。这种病传播速度极快，传播范围极广，
发病年龄可从4个月的婴儿到30岁的成人，但以3岁以下婴幼
儿发病率最高。成人和大儿童也会传染上这种病，但是由于
大部分以隐性感染为主，所以没有很明显的症状。手足口病
是，最常见的病原体是甲类柯萨奇病毒，属于肠病毒的一种。

一、传染源：人是本病的传染源，隐性感染者和无症状带毒
者为该病流行的主要传染源。

二、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人群间的密切接触。患者咽喉分
泌物及唾液中的病毒，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唾液、疱疹液、
粪便污染的手、毛巾、手帕、玩具餐具及床上用品、内衣等，
通过日常接触传播，亦可经口传播。

三、易感人群：幼儿多发，小于三岁的年龄组发病率最高。

四、临床表现：以发热、口腔溃疡和疱疹为特征。初始症状
为低热、食欲减退，常拌咽痛。发热一至二天后，出现口腔
溃疡，开始为红色小疱疹，然后变为溃疡。口腔疱疹常见于
舌、牙龈和口腔颊黏膜。一至二天后可见皮肤斑丘疹，常见
于手掌、足底，也可见与臀部。



五、手足口病预防措施：

1、做好晨间检查，发现疑似病人，要及时送诊、居家休息，
及时隔离治疗，对患儿所用的物品进行消毒处理。

2、做好疫情报告，及时发现病人，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防止
疾病蔓延扩散。

3、流行季节教室和场室等要保持良好通风;

4、教育指导儿童养成正确洗手的习惯(见下图);

5、在传染病流行时，应做好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
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从口入。

6、每日对玩具、个人卫生用具、餐具等物品要清洗消毒;衣
物、被褥、玩具、毛巾等要在阳光下暴晒，保持室内通风换
气。

7、家长尽量少带孩子到拥挤的公共场所，减少被感染的机会，
还要注意幼儿的营养、休息，避免日光暴晒，防止过度疲劳，
降低机体抵抗力。

6、中药具有清凉解毒作用，如：板兰根、大青叶、金银花、
贯众等具有一定效果，可用水煎服。

传染病的预防教案篇二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也是流感、结核病、水痘、
麻疹等传染病高发期。为更有效地防控各类季节传染病对学
院师生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侵害，我们全体师生都要响应
学校后勤基建处、卫生所发出的倡议，积极行动起来，有效



预防，呵护健康：

勤洗手、勤换衣、定期晾晒被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尽量
减少外出和聚会，少到人群拥挤的公共场所。尽可能减少与
禽畜不必要的接触，喜欢饲养小动物、喂食抚摸流浪猫的同
学们，要注意勤洗手，预防病毒感染。

合理规划教学科研管理、日常学习实践与休息的时间，不负
明媚春光，早睡早起，减少熬夜，养成吃早餐的习惯。多吃
新鲜蔬菜、当季水果。不喝生水，生冷食物，少喝饮料。很
多外卖食品及包装的安全卫生得不到保证，选择在学校食堂
或正规资质餐厅就餐，注意营养均衡，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提倡节约，倡导理性消费，重视垃圾分类，回收再生资源，
保持环境清洁，共同打造美丽校园。住宿同学要以宿舍为家，
共同维护宿舍卫生，合理布置宿舍空间，安排值日，勤打扫，
勤清理。每天通风，保持室内流通，这是最简单、行之有效
的室内空气消毒方法。做好教室、宿舍、实训工场、办公室
等公共空间的卫生包干工作，加强人群聚集场所的通风换气，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春季是多种疾病易发季节，老师和同学们要注意防寒保暖，
注意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服。

学院各部门、各系科应及时了解学生、老师的因病缺勤追查
和登记工作，密切关注师生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早报告，加强传染病的防控。

一年之计在于春。同学们，为了你们的健康和学业，走下网
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每天至少保证1小时以上体育锻炼
或户外活动。让校园里随处可见艺术学子锻炼的身影；让我
们切实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和身体抗病能力；让我们养成
良好的锻炼和生活习惯，激扬青春，强健体魄，增强活力。



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从我做
起，积极行动起来；让我们学习相关传染病防治法规，普及
健康知识，认真做好春季传染病防治工作；让我们齐心协力，
切实维护校园公共安全，保障师生健康。

传染病的预防教案篇三

根据禽流感致病性的不同，可以将禽流感分为高致病性禽流
感、低致病性禽流感和无致病性禽流感。最近北京、山西、
济南是由h5n1血清型引起的禽流感；也称高致病性禽流感，
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危害巨大。

二、流感的传播途径是什么？

禽流感的传播有病禽和健康禽直接接触和病毒污染物间接接
触

两种。禽流感病毒存在于病禽和感染禽的消化道、呼吸道和
禽体脏器组织中。因此病毒可随眼、鼻、口腔分泌物及粪便
排出体外，含禽病毒的分泌物、粪便、死禽尸体污染的任何
物体，如饲料、饮水、鸡舍、空气、笼具、饲养管理用具，
运输车辆、昆虫以及各种携带病毒的鸟类等均可机械性传播。
健康禽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引起发病。

三、为什么高致病性禽流感多发生于冬春季节？

高致病性禽流感在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以冬春季节多发。
主要原因是：

1、禽流感病毒对温度比较敏感，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病毒
存活时间缩短。另外，夏秋时节光照强度相对更高，阳光中
的紫外线对病毒有很强的杀灭作用。

2、夏秋时节禽舍通风强度远远高于冬春季，良好的通风可以



大大减少鸡舍环境中病毒的数量，因此，病毒侵入到鸡体内
的机会和数量就明显减少，感染几率下降。同时良好的通风
也减少了不良气体对鸡呼吸道黏膜的刺激，对维持呼吸道黏
膜的抵抗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人类感染禽流感临床症状

临床表现发热、流涕、鼻塞、结膜炎、咳嗽、咽痛、头痛、
恶

心、腹痛、腹泻、全身不适，部分患者发生肺炎；实验室检
查：外周血象白细胞总数一般不高或降低。重症患者多有白
细胞总数及淋巴细胞减少，并有血小板降低；x光检查：h5n1
亚型病毒感染者可出现肺部浸润。胸部影像学检查可表现为
肺内片状影。重症患者肺内病变进展迅速，呈大片状毛玻璃
样影及肺实变影像，病变后期为双肺弥漫性实变影，可合并
胸腔积液。

五、禽流感的预防措施有哪些？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饭时一定坚持生熟分开，如切生鸡
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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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预防教案篇四

3.每天必须对门把手、桌面、座椅、图书、教具等物体表面
进行擦拭消毒;

4.老师要教育指导学生养成正确洗手的习惯;



5.学生进入中心要检查皮肤(主要是手心、脚心)和口腔有没
有异常,注意孩子体温的变化。

6.毛巾等煮沸或蒸汽消毒，也可用消毒剂溶液浸泡;

7.全天班学生的睡觉教室要经常通风，勤晒衣被;

10.保育员、老师处理学员粪便后均要洗手，并妥善处理污
物;

11.每天进行晨检，发现可疑患儿时，要对患儿采取及时送诊
及时向卫生和教育部门报告;对患儿所用的物品要立即进行消
毒处理;希望各位中心老师提高预防意识，以保证中心孩子的
健康。

传染病的预防教案篇五

1、什么是流感？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最常见的'流感起病突然，畏寒、寒战，
高热，体温可达39～40℃，伴头痛、全身肌肉关节酸痛、极
度乏力、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常有咽喉痛、干咳，可有鼻
塞、流涕等。如无并发症，多于发病3～4天后症状好转，但
咳嗽、体力恢复常需1～2周。轻症者如普通感冒，症状轻，2～
3天可恢复。

2、什么是禽流感？禽流感主要是指禽中流行的由流感病毒引
起的感染性疾病。症状表现各不相同，可以表现为呼吸道症
状、结膜炎、甚至死亡。

3、h7n9禽流感感染病例的主要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典型的
病毒性肺炎，起病急，病程早期均有高热（38℃以上），咳
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起病5-7天出现呼吸困难，重症肺炎并
进行性加重，部分病例可迅速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并
死亡。



4、如何预防h7n9流感？流感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勤洗手、室内勤通风换气、注意营养、坚持体育锻炼，增强
体质，有利于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出现打喷嚏、咳嗽
等呼吸道感染症状时，要用纸巾、手帕掩盖口鼻，预防感染
他人。不能随地吐痰，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尽量避免直接接
触病死禽、畜。一旦接触，要立刻用肥皂和清水彻底清洁双
手。搞好个人卫生及教室、公共场所的卫生；教室内门、窗
打开，勤通风，要坚持经常性的卫生扫除，消除卫生死角；
保持教室及校园内环境整洁；一旦发现自己有流感样症状
（如发热、流鼻涕、咽痛、咳嗽、头痛、呕吐、腹泻等症
状），要立即让家长带着去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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