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智障儿童教育方法 学校儿童牙齿教
育方案(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智障儿童教育方法篇一

眼睛和牙齿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关系到全身健康的诸多方面，
一旦出现问题，将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世
界卫生组织定义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包含眼睛和口腔健康。
眼睛健康的标准是“眼睛明亮，反应敏锐，眼睑不发炎”；
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洞、无疼痛感、牙龈颜
色正常、无出血现象”。9月是xx市中小学校防近宣传月，9
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为全面普及防近、爱牙知识，提高我
市中小学生及家长的眼睛和口腔保健意识，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习惯，建立正确行为，切实提高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决
定在全市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组织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活动。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爱护口腔，保护眼睛，建立正确行为。

活动期间，学校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让学
生学习眼睛和口腔健康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眼病、牙
病的危害，掌握切实有效的防控方法，养成自觉、主动的爱
眼、护齿行为习惯。

学校可以通过广播站、班会、演讲、征文、手抄报等形式，
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到爱眼、护齿活动中，倡导学生走出教室，
利用课间、课外活动开展跳绳、踢毽、原地运球等个人体育



项目锻炼。此外，在“防近月”宣教活动期间，学校要重视
教学卫生设施建设，通过自我检查，改善学校教学卫生条件。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及时贯彻通知精神，向辖区学校提
出明确要求，主管局长要负责督促落实、检查指导活动开展
情况；局直属各学校，市属事业及各民办学校主管校长要亲
自安排部署、监督检查，并安排专人负责落实。请各单位认
真组织活动，并结合年度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对龋齿及近视
的预防和发病进行监测、分析，指导好常见病防治工作。

智障儿童教育方法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酸会腐蚀牙齿，产生的龋齿有危害。

2、学习牙防五步曲，知道正确的护牙常识。

3、培养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4、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5、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1、鸡蛋壳、饼干、杯子、醋、镜子

2、课前两天和幼儿一起将鸡蛋壳浸在醋里;

3、产生龋齿的过程图片和牙防五步曲的图片

4、牙模型、牙刷各一、故事挂图《没牙的大老虎》、《鳄鱼
怕怕牙医怕怕》



活动过程：

一、讲述故事《没牙的大老虎》，引出情景;

师：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为什么大老虎把牙齿都拔掉了?

原来啊，大老虎上了狐狸的当，贪吃蜂蜜，又不刷牙，所以
啊，时间长了，细菌在大老虎的牙齿上钻了几个洞洞，大老
虎原本健康的牙齿都成了龋齿了，最后龋齿很严重，大老虎
疼得不行就拔了，所以成了没牙的`大老虎了。

二、寻找龋齿产生的原因

1、出示教具：牙齿卡通图片

(知道人们吃完东西后会有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

2、师：我们的嘴里有一种细菌会使这些食物残渣变酸

如果时间长了，我们原来健康的牙齿会怎样呢?

(知道健康的牙齿会被腐蚀，产生龋齿)

智障儿童教育方法篇三

1、幼儿了解自己的牙齿并知道换牙、防止蛀牙的基本知识

2、幼儿养成爱护牙齿的良好习惯

3、幼儿学习记录和统计

1、在“每周论坛”中布置“爱护牙齿专题”，展示有关保护
牙齿的知识。

2、牙齿模型



3、刷牙记录表

4、嗽口记录表

（1）小朋友的牙齿为什么会掉下来？请有换牙体验的幼儿向
大家介绍牙齿脱落及长出新牙的经过。

（2）在换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幼儿以自身经验和已有知识
开展讨论。

：牙齿活动了怎么办？怎样保护刚刚长出的新牙？乳牙还没
掉，新牙就长出来了怎么办？活动延伸：请家长带幼儿定期
检查牙齿，早发现，早冶疗。引导帮助幼儿减少换牙的恐惧
感。活动反思：家长在幼儿的换牙期会传授一些知识给幼儿，
但都很零星。

活动中我集中了幼儿零星的经验，使经验更完整。活动从幼
儿的讨论开始。让幼儿成为活动的主体，使保护牙齿真正成
为幼儿的需要。

1、利用牙齿模型示范讲解正确的刷牙的顺序及方法：刷门牙
竖刷几下，左边、右边各刷几下，向左上右上各刷几下。

2、学习《刷牙歌》

（1）欣赏歌曲，教师给歌曲按刷牙顺序加入动作，激发幼儿
的学习兴趣。

（2）跟唱歌曲。

（3）在熟悉歌曲的基础上，幼儿跟着歌曲表演刷牙。

活动延伸：

请家长让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牙刷、牙膏，引起幼儿对刷牙



的兴趣，培养幼儿早晚刷牙及食后嗽口的良好卫生习惯。活
动反思：经过调查发现，幼儿都知道刷牙可以保护牙齿，但
事实上很多幼儿不喜欢刷牙，不知道怎样正确刷牙。活动中
不仅让幼儿懂得如何正确刷牙，而且让刷牙有了音乐，有了
乐趣。请家长让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牙刷、牙膏，体现了对
幼儿的尊重。不能强迫，只有让幼儿意识上接受了，才能让
他愿意刷牙，喜欢刷牙。

课件、镜子、食物（苹果）、牙签、记录纸。

（1）（出示牙齿标志）从镜子里看看自己的牙齿，看看牙齿
有什么不一样。

（2）请幼儿吃一片苹果，试一试不同牙齿的不同作用。

（3）小结。

（1）这么重要的牙齿为什么会变成蛀牙呢？

a.观看片子：酸性大怪物

b.请患有龋齿的幼儿谈谈自己的感受。

（2）怎样才能不让自己的.牙齿生病。

a．幼儿讲述

b.小结。

？请你对着镜子，张开嘴巴数数看吧！把看到的情况记录在
纸上。

1、请幼儿讲述自己的记录结果。



2、小实验：将鸡蛋放入醋中浸没，观察醋腐蚀蛋壳，使蛋壳
变软的现象，引导幼儿了解龋齿蛀牙形成的原因。

孩子们都明白爱护牙齿的道理，但是在行动上却不是那么主
动。所以，在设计活动时我始终抱着趣味性和教育性相结合
的原则。动画是幼儿最感兴趣的一种形式，所以我借助多媒
体设计了课件，在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幼儿很感兴趣。
活动分成三个大环节。一、认识牙齿的结构和功能；二、认
识龋齿的原因和预防；三、观察并纪录自己的牙齿。三个环
节分工清晰，环环相扣。让幼儿了解牙齿，认识龋齿的原因、
危害，从而主动地去保护牙齿。活动采用了经验交流、实物
观察、亲身体验、了解原因、表述总结、统计记录等教学方
式，让幼儿多方面地感知，感受，从而使知识内化为幼儿的
主动行为。活动的效果良好。活动后继续开展的醋蛋实验、
跟踪纪录使活动有头有尾，真正达到保护牙齿的效果。最后
一个环节，记录的难度偏大，因为幼儿无法看到自己的上牙，
所以无法准确统计自己的牙齿总数。在今后的活动设计中应
更多的以幼儿实际经验为参考，不能纸上谈兵而无法实施。

我要爱护牙齿在日常生活中，幼儿为自己的“爱牙行动”做
记录。注：幼儿每嗽一次口就在自己号数后的格子里做一个
记号。表二：早晚要刷牙注：幼儿早晚刷牙就给相应的图案
上色活动反思：培养幼儿的习惯，不是纸上谈兵，应该是落
实于行动中。表“你嗽口了吗？”和表“早晚要刷牙”通过
记录让幼儿实现了自我监督。

智障儿童教育方法篇四

为切实解决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护不力等问题，共同呵护
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社区志愿者协会即将
在九峰街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光谷暑期行”活动。

留守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隔代教育无法享
受父母在思想认知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过程中



易产生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异常等问题。

通过活动，希望给留守儿童提供面对面的指导，帮助他们体
验活动乐趣，更好地胜任学习和作业，同时体会到社会各界
对他们成长成才的关爱。营造社会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

九峰街清和里社区。

愉快相识团体活动;学习习惯及生活习惯培养;趣味英语活动
或者趣味球类活动，一小时左右的作业辅导;自信、感恩或安
全教育主题活动，一小时左右的作业辅导;学生特长展示主题
活动。

6月30日前。

xxx

智障儿童教育方法篇五

加强对“留守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是xx的必然要求，是维
护农村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也是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现实需要，具有责无旁贷的重要
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学校成立“留守儿童”关爱工作领导
小组以及关爱工作心理疏导服务团队。

领导小组

组长：xx

副组长：xx

成员：xx

服务团队



团长：杨爱农

成员：班主任、心理健康教师共计20人。

学校为了便于掌握留守学生相关信息，有针对性地教育和管
理学生，为每个留守学生建立专门档案，包括学生基本情况、
家长姓名、务工详细地址、留守原因、家长联系电话、留守
后谁负责监护、临时监护人身体状况和文化程度、临时监护
人详细地址、联系电话和学生的思想道德情况，学习情况、
行为习惯、生活状况、身体和心理发展状况等。

由学校班子成员、班主任教师、任课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与
留守学生结成帮扶对子，一名老师负责2—3名学生，随时掌
握其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及时为其解难，树立学习信心，
及时把学生在校的学习和表现情况通报给家长或“委托监护
人”，使家长在外放心打工，并把家长务工情况告诉孩子，
使其安心学习，架起学生和家长心灵上的桥梁。教师代理家
长每月至少与留守学生交心一次，掌握其思想动态，每期进
行走访及时了解“留守学生”在校外的思想动态，从整体上
了解其思想、学习、生活情况。每学期召开1——2次委托监
护人、“代理家长”联系会，互通学生情况，对临时监护人
进行培训，传递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
水平，促进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形成育人合力。

让留守学生通过教师和集体的温暖弥补亲情缺失对其人格发
展的消极影响，通过各种活动，组织留守学生积极参与，使
他们生活在欢乐、和睦的氛围中，找到回家的感觉、增强学
习、生活的信心、体会到学习的快乐、成长的快乐，开展八
个一活动：

1、建好“留守学生之家”开通一部亲情电话。

向“留守学生”及其家长监护人或委托人或委托监护人公布
学校及老师的电话号码，加强学生、家长、教师三者之间的



联系，动员家长运用电话、书信的`方式，对孩子情感发展、
心理健康进行帮助和指导，缩短“留守学生”与家长的心理
距离，孩子每月至少和家长联系一次。

2、每月进行一次交心谈心活动，与留守孩子深入交流，了解
其思想动态，帮助留守孩子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并做好相关
记录。

3、参加一项社团活动。

利用学校成立的社团，鼓励留守学生积极参加，从而丰富他
们的课余生活。

4、读一本好书。

帮扶教师指导学生每月读一本好书，读后写一篇读后感，开
展读后感征文比赛活动，陶冶学生的情操。

5、写一封家书。

号召留守学生利用“五一”国际劳动节、“端午节”“母亲
节”等传统节日，给自己的父母写一封家信，传递亲情，加
强学生感恩教育，培养学生尊敬师长的传统美德，每期开展
一次优秀家书评比活动。

6、开展一次社会实践活动。留守学生利用寒暑假到父母处的
机会，积极投身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充实自己、锻炼自己，
做一些有益的事，体会父母在外的艰辛与不易。

特别是加强留守学生住宿管理，留守学生在校内外如遇突发
事件迅速采取救助处理措施，使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