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 预防传染
病安全教案(优质16篇)

教案的编写不仅需要教师对学科知识有深入的理解，还需要
教师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特点有清晰的把握。为了提高
教师的教学效果，我们整理了一些幼儿园教案的典型例子，
供大家参考。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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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谈话导入主题：

预防春季传染病

二、讲解春季常见传染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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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预防春季传染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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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班会课中的看视频、看照片，让学生对传染病的发生、
传播等有全面的了解。让学生知道讲究卫生的重要意义。

2、通过小组讨论、演讲各类发言等形式激发学生讲究卫生，
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
展，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决心。

活动准备：

1、关于诺如病毒预防传染病的挂图、录像。

2、准备知识竞赛题十个。

3、前黑板上作相应布置，渲染气氛，桌椅围四周，中间空出。

4、多媒体等现代化设备的准备，数码相机拍整节课活动情形，
以备存档展览。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展示图片，播放视频

二、组织讨论：



1、学生讨论关于诺如病毒传染病的发生、传播和预防。

2、报告讨论结果

教师总结：诺如病毒预防传染病其实并不难，我们每个人只
要做到以下要求，就会远离诺如病毒传染病：

1、我们在平时学习之余，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有规律的作
息时间，保持愉快的心情。积极参加健身运动。如跳绳、跳
步、打球等，只有我们的身体强壮了，疾病才不能乘虚而入。

2、关注天气的变化，随时根据天气的变化增减衣服，注意保
暖，避免着凉。

3、我们的教室、宿舍要经常开窗通风以保持空气的新鲜，流
通和清洁。做到这一点，在人员相对较多的环境里尤其重要。

4、平时要尽量少去人多，拥挤，尤其是通风不畅的公共场所。
在感冒流行期间更要注意。

5、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勤剪指甲。个人的生活用
品，衣服、被子等在天气好的时候要勤洗、勤晒。

6、防春季感冒首先要在饮食上注意，要清淡、易消化，多吃
高蛋白、高维生素。不能偏食，平时要多吃些蔬菜，水果，
忌食生、冷。

7、要多饮水，生活中要注意保护呼吸系统，不要吸烟、喝酒，
不吃刺激性食物，不要过度用嗓子，这样就可以减少对呼吸
道不良刺激。湿化室内空气，最好使室内湿度达到50-60%，
以保持口鼻粘膜的湿润。

8、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能过于疲劳，因疲劳容易使我
们的抵抗力下降。睡前用热水洗脚利于睡眠，缓解疲劳。



9、在每年秋冬季节交替时，可注射流感疫苗，能明显减少流
感发病率，因为很多的预防接种，卫生防疫部门都是针对特
定的季节，特定的疾病，作了精心安排的，可提高机体的特
异性免疫力，也是预防流感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三、预防传染病知识竞赛：

划分两个小组，有必答题和抢答题两类，分别给两个小组计
分。

1、了解春季的常见传染病

春季的常见传染病有以下几种：

a、流感是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潜伏期1—3日，主要症状为
发热、头痛、流涕、咽痛、干咳，发热一般持续3—4天，也
有表现为较重的肺炎或胃肠型流感。

b、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潜伏期8—12日，主要症
状为发热、怕光、流泪、流涕，眼结膜充血，出现口腔粘膜
斑及全身斑丘疹。

c、流行性腮腺炎是由流腮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伏期14—19日，
发热，耳下或下颌角疼痛，以耳垂为中心1—2天内迅速肿大，
张口和咀嚼时疼痛。

d、猩红热是由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临床特点为发热，咽炎、全身弥漫性皮疹，疹退后伴皮肤脱
屑等，潜伏期1—7天。

2、如何预防

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治疗方法，但基本的'预防措施是相通
的，我们只要注意以下几点，就能有效地减少疾病的发生和



传播。

a、每天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避免交叉感染等。

b、不到人口密集、空气污染的场所去。

c、勤洗手，并用流动水彻底清洗干净，包括不用污浊的毛巾
擦手。

d、注意不要过度疲劳，防止感冒，以免抗病力下降。

e、发热或有其它不适及时就医。

f、避免接触传染病人，尽量不到传染病流行疫区。

四、课堂总结：

学生活动情况和效果评价。

五、后续活动：出一期《春季预防传染病》的班报。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三

1、了解传染病的相关知识。

2、能说出并掌握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3、增强自身预防疾病的意识。

活动准备

教学ppt。

活动过程



1、活动导入：观看教学挂图。

教师出示挂图，并提问：小朋友，请你们看一看，图上画的
是什么地方?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图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他
们怎么了?(幼儿观察并描述)

2、活动展开：讨论什么是传染病，常见传染病有哪些。

(1)教师出示挂图，请幼儿按顺序观察图片，教师提问。

教师小结：传染病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它能通
过呼吸、身体接触等方式传播病菌。如果有小朋友或者小动
物得病，就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叫做传染病。

(2)师：传染病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传播的?

(3)师：你知道哪些病是传染病吗?昨天老师给你们发了一张
调查表，让你们去调查有哪些传染病?它们是怎样传播的?都
有哪些症状?现在请小朋友们拿出调查表，谁愿意上前来说说
你的调查。(3—4名幼儿讲述)

(4)除了你们做了调查，老师也做了调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

调查到的第一个传染病：手足口病，第二个：水痘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个传染病都是在我们小朋友之间很容易
传染的。

还有哪些传染病在春季会传染上的呢?(红眼睛、皮疹、腮腺
炎)

3、活动展开：讨论预防传染疾病的方法。

幼儿讨论、讲述。



(2)教师：看看老师这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是怎样预防传染病
的呢?(洗手、多吃水果、充足睡眠、打预防针、戴口罩、不
去人多的地方、不朝别人打喷嚏)

(3)教师小结：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教师：多吃蔬菜水果，可以提高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勤洗手
可以消除病菌;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增强免疫力;接种流感疫
苗可以预防流感;打喷嚏时要用手或手帕遮起来，避免对着他
人打喷嚏;在传染病的多发季节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情况严重
时需要戴口罩。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四

1、引导幼儿运用已有的经验帮忙走丢的朋友想出最适合的办
法;2、大胆的表述自我的想法，培养关心他人的情感。

重点：帮忙走失的朋友想出寻求帮忙的最适合的办法。

难点：培养幼儿关心他人的情感。

材料创设：走丢录象3段，事先环境创设活动过程：

师：我们班有三个小朋友走丢了，迷路了，让我们一齐去帮
忙她们。

播放马路走丢的情景(十字路口)l提问：__小朋友在哪他怎样
了接下来怎样办呢我们一齐帮忙他。

指导：

1、引导幼儿帮忙朋友，激发关心他人的情感2、鼓励幼儿大
胆清楚地表达自我的观点小结：在马路的'人行道上原地等是
最安全的方法，还能够请警察叔叔帮忙。



播放小区走丢的情景小结：能够在原地等，也能够找小区里
的门卫伯伯，让他们打电话给爸爸妈妈或家里人，让大人来
领你。

播放超市走丢的情景(大卖场)请走失幼儿讲讲当时的情景，
请其他幼儿发表看法。想想可行的办法。

小结：在超市里能够原地等也能够找营业员和工作人员，经
过广播小喇叭让爸爸妈妈明白你在那里，然之后领你。(继续
看录像，__小朋友是怎样做的)四、延伸：

走丢了以后，爸爸妈妈会很着急，我们都不想把自我弄丢，
那么我们平时和家里人一齐出去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幼儿
自由讲述)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五

1、描述传染病特点，认识传染病。

2、介绍传染病流行环节及预防措施。

3、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积极预防传染病。

传染病流行的三个环节及预防措施

病原体的认识

一、引入：

学生：纷纷举例（可能有人谈到癌症等）

教师：好，那大家觉得到底什么才是传染病呢？

二、新课：



1、什么是传染病？

学生：会传染，可流行；

由病原体引起。

教师：强调病原体是生物，多是微生物和寄生虫

可在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染。

2、传染病的危害：

教师补充霍乱、艾滋病、非典等危害

3、传染病的流行及预防

教师：以师说，生听，空气传为例来说明

传染源：病人或动物，可“发”病原体

易感人群：抵抗力弱，会“收”病原体

传播途径：从“发”到“收”的方法、过程。

学生：认真领会。

教师：那么，我们可以怎样来预防传染病呢？

学生：分组讨论后自由发言。

隔离病人；

杀灭蚊虫；

打预防针；等



教师：总结：

控制传染源：杀害、圈养、隔离等

切断传播途径：灭蚊、讲卫生、空气消毒等

保护易感者：锻炼身体、打预防针等。

4、常见传染病：

a、感冒：

教师介绍：多由病毒引发，经空气传染

学生思考：怎么预防（锻炼身体、注意冷暖、空气流通等）

b、非典：

教师介绍：非典型性肺炎（白细胞不增多），空气传播。

学生总结：我们国家如何预防非典（隔离病人为主要措施）

c、蛔虫病：

教师：人体最常见的传染病，人体寄生虫。

学生：阅读书本相关插图，了解蛔虫生活史

教师补充：蛔虫病主要症状（消化不良，磨牙等）

学生：说出如何预防蛔虫病。

d、肺结核：

教师：由结核杆菌引起，经空气传播



多锻炼身体、打卡介苗可预防。

e、病毒性肝炎：

教师：由病毒引发，经食物传播

学生：讨论：如何预防：讲究饮食卫生；与肝炎病人分开吃
等

教师：肝炎病人一般怕吃什么样的东西？

（引发学生回顾食物的消化）

f、艾滋病：

教师：简介病人自我抵抗力降低

学生：阅读课本相关内容

三、练习：

书本：p111

四、小结：

板书重述

五、作业：

1、查找艾滋病的有关知识，注意其传播途径

2、为了预防传染病，你平时要怎么做？

3、练习册有关作业。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六

1、通过班会课中的看录像、看照片、知识竞赛等,让幼儿对
传染病的发生、传播等有全面的了解;让幼儿知道讲究卫生的
重要意义。

2、激发幼儿讲究卫生,培养幼儿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促
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决心。

展示图片,播放录像

1、幼儿讨论关于传染病的发生、传播和预防。

教师总结:预防传染病其实并不难,我们每个人只要做到以下
要求,就会远离传染病:

1、头发:头发整洁无异味;男生不留长发。

2、脸:洁净无污垢。

3、颈:脖颈、耳根干净无污垢。

4、手:手干净无污物;不留长指甲,指甲缝内无污垢。

5、衣服:衣服整洁,勤换洗;衣领、衣袖无污垢;

6、鞋袜:鞋子整洁,上学穿袜子,不拖鞋带。

7、书包:书包干净整洁,书本摆放整齐。

8、桌兜:整洁无杂物。

9、不吃生或半熟的鸡鸭鹅及鸡蛋

10、尽量不要接触猪和鸟类。



2、预防措施:

1、加强体育锻炼,注意补充营养,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以
增强抵抗力。

2、尽可能减少与禽类不必要的接触,尤其是与病、死禽的接
触。勤洗手,远离家禽的分泌物,接触过禽鸟或禽鸟粪便,要注
意用消毒液和清水彻底清洁双手。

3、应尽量在正规的销售禽流感疫情场所购买经过检疫的禽类
产品。

4、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加强室内空气流通,每天1~2次
开窗换气半小时。吃禽肉要煮熟、煮透,食用鸡蛋时蛋壳应用
流水清洗,应烹调加热充分,不吃生的或半生的鸡蛋。要有充
足的睡眠和休息,均衡的饮食,注意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c等
增强免疫力的食物。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以增加机体对病毒的
抵抗能力。

5、学校及幼儿园应采取措施,教导儿童不要喂饲野鸽或其他
雀鸟,如接触禽鸟或禽鸟粪便后,要立刻彻底清洗双手。外出
在旅途中,尽量避免接触禽鸟,例如不要前往观鸟园、农场、
街市或到公园活动;不要喂饲白鸽或野鸟等。

6、不要轻视重感冒,禽流感的病症与其他流行性感冒病症相
似,如发烧、头痛、咳嗽及喉咙痛等,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并
发症,导致患者死亡。因此,若出现发热、头痛、鼻塞、咳嗽、
全身不适等呼吸道症状时,应戴上口罩,尽快到医院就诊,并务
必告诉医生自己发病前是否到过禽流感疫区,是否与病禽类接
触等情况,并在医生指导下治疗和用药。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七

1、简单了解红眼病、水痘、腮腺炎、手足口病等传染病的传



播途径、预防方法。

2、增强自身预防疾病的意识，能够做到患传染病时主动在家
隔离治疗。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知道在发生危险时如何自救。

简单了解红眼病、水痘、腮腺炎、手足口病等传染病的传播
途径、预防方法。

增强自身预防疾病的意识，能够做到患传染病时主动在家隔
离治疗。

1、大眼睛胸饰两个;红色颜料

2、教学ppt。

教师出示课件图片，并提问：小朋友，请你们看一看，图上
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图上的小朋友在干什
么?他们怎么了?(幼儿观察并描述)教师：图上画的是医院，
医院里那么多小朋友一起打点滴，因为他们得了传染病。

讨论什么是传染病，常见传染病有哪些。

(1)随着春天的脚步向我们走来，各种传染病也悄悄的来到我
们身边。你们知道什么是传染病吗?(幼儿讨论、回答)教师小
结：传染病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它能通过呼吸、
身体接触等方式传播病菌。如果有小朋友或者小动物得病，
就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叫做传染病。小朋友容易得
的传染病有红眼病、水痘、腮腺炎、手足口病等。

(2)师：传染病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传播的?



以红眼病为 例，演示"传染" 。

请两名幼儿(a 、b)戴上大眼睛胸饰，教师用红色颜料充当肉眼
看不到的红眼睛细菌(或病毒) ，涂抹在a幼儿胸饰的"眼睛"
中，以此假设a得了 "红眼病"，b幼儿"眼睛"健康;a用手揉"眼
睛"将细菌(或病毒)带到自己的手上;a和 b手拉手玩游戏，将
细菌(或病毒)传染到b的手上;b 在不经意的时候，用手摸了"
眼睛" ，红眼病细菌或病毒(即红色颜料)就这样传染到 b 的"
眼睛"里，b被传染得上了"红眼病"。

小结：红眼病主要是通过手的接触来传染的，所以小朋友要
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请幼儿a和 b去洗手间洗手) 。

引导幼儿了解水痘、 腮腺炎、 手足口病等传染病的传播途
径。

水痘：在发病初期，飞沫传播;疱疹溃破，会感染健康皮肤;
患病期间，还会通过衣物、用具传播。

腮腺炎：病毒存在于患者的唾液中，经过飞沫传播。

手足口病：经皮肤、物品用具传播。

(3)引导幼儿讨论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讨论：得了传染病的小朋友应该怎么做才能不传染给别人?怎
样才能快点好起来?

小结：得了传染病的小朋友要回家隔离治疗，不去人多的公
共场所，不到亲戚朋友家串门， 咳嗽、打喷嚏时用手绢、纸
巾或用胳膊肘捂挡住口鼻，外出时戴口罩。

幼儿讨论、讲述。



教师：看看老师这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是怎样预防传染病的
呢?(洗手、多吃水果、充足睡眠、打预防针、戴口罩、不去
人多的地方、不朝别人打喷嚏)小结：传染病流行季节，不去
人多的公共场所，不去病人家里，避免与患病的人接触;家中
有人患传染病，要勤开窗通风、讲卫生、勤洗手，勤晒被禄，
毛巾、水杯、餐具等专用;多参加户外运动和体育锻炼，增强
体质;有的传染病也可注射疫苗预防。

活动延伸

1.播放一些宣传预防传染病的科普动画，让幼儿通过更生动
形象的方式了解各种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以及预防传染病的方
法。

2.家园同步，帮助幼儿养成讲卫生，毛巾、水杯、餐具等物
品个人专用的良好习惯。

小朋友又生活在集体生活中，非常有必要知道如果得了传染
病一定要隔离、看医生、定时吃药，多喝水等。 这次活动上
下来，我觉得自己对教学中的突发事情，有些不知所措，我
想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要吸取经验，不断学习，让我的教
学机智更加灵活。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八

1、了解流行性的传染病相关知识。

2、能说出并掌握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3、增强自身预防疾病的意识。

1、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2、每组一张 4 开白纸，一盒水彩笔



1、活动导入：观看教学挂图。

教师出示挂图，并提问：小朋友，请你们看一看，图上画的
是什么地方？图上 的小朋友在干什么？他们怎么了？（幼儿
观察并描述）

2、活动展开：讨论什么是传染病，常见传染病有哪些。

（1）教师出示挂图，请幼儿按顺序观察图片，教师提问。
教师：医院里那么多小朋友一起打点滴，因为他们得了传染
病。你们 知道什么是传染病吗？常见的传染病有哪些？（幼
儿讨论并回答）

（2）教师小结：传染病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它
能通过呼吸、身体接触等 方式传播病菌。如果有小朋友或者
小动物得病，就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叫做 传染病。
小朋友容易得的传染病有流行性感冒、水痘、腮腺炎、红眼
病等。

3、活动展开：阅读幼儿用书，讨论预防传染疾病的方法。

（1）教师：虽然传染病很容易传播，但是，如果能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就能很好地预防传染病。请打开书，说一说图
中的小朋友在做什么。

（2）幼儿自由回答。

（3）教师：小朋友，除了书上面的几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你还知道预防传染病的其 他方法吗?（幼儿讨论并回答）

4、活动总结：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教师：多吃蔬菜水果，可以提高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勤洗
手可以消除病菌；保证充 足的睡眠；可以增强免疫力；接种



流感疫苗可以预防流感；打喷嚏时要用手或手帕遮 起来，避
免对着他人打喷嚏；在传染病的多发季节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情况严重时需 要戴口罩。

记录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1）教师：现在请小朋友把刚才我们讨论的内容，用图或图
夹文的方法记录下来，每 组呈现 3~4 种方法。

（2）幼儿绘画，教师巡回指导。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九

1.了解流行性的传染病的相关知识。

2.能说出并掌握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3.增强自身预防疾病的意识。

1.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2.每组一张4开白纸，一盒水彩笔。

1.活动导入：观看教学挂图。

教师出示挂图，并提问：小朋友，请你们看一看，图上画的
是什么地方?图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他们怎么了?(幼儿观察
并描述)

2.活动展开：讨论什么是传染病，常见传染病有哪些。

(1)教师出示挂图，请幼儿按顺序观察图片，教师提问。

教师：医院里那么多小朋友一起打点滴，因为他们得了传染
病。你们知道什么是传染病吗?常见的传染病有哪些?(幼儿讨



论并回答)

(2)教师小结：传染病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它能
通过呼吸、身体接触等方式传播病菌。如果有小朋友或者小
动物得病，就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叫做传染病。小
朋友容易得的传染病有流行性感冒、水痘、腮腺炎、红眼病
等。

3.活动展开：阅读幼儿用书，讨论预防传染疾病的方法。

(1)教师：虽然传染病很容易传播，但是，如果能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就能很好地预防传染病。请打开书的第17页，说
一说图中的小朋友在做什么。

(2)幼儿自由回答。

(3)教师：小朋友，除了书上面的`几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你还知道预防传染病的其他方法吗?(幼儿讨论并回答)

4.活动总结：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教师：多吃蔬菜水果，可
以提高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勤洗手可以消除病菌;保证充足
的睡眠;可以增强免疫力;接种流感疫苗可以预防流感;打喷嚏
时要用手或手帕遮起来，避免对着他人打喷嚏;在传染病的多
发季节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情况严重时需要戴口罩。

5.活动延伸：记录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1)教师：现在请小朋友把刚才我们讨论的内容，用图或图夹
文的方法记录下来，每组呈现3~4种方法。

(2)幼儿绘画，教师巡回指导。

(3)集体分享记录结果，教师将各组的记录展示在黑板上，相
同的选取画得较好的粘贴



活动反思：因为有的幼儿以前就看见过或者自己就被传染过
某些传染病所有自身的经历，老师可以请那些小朋友讲讲自
己的感受，然后大家一起论，习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效果更
好。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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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学生的卫生知识，增强学
生的自我保健意识。

九(1)班教室 全体学生

预防控制传染病健康教育知识要点

1.呼吸道传染病易发生在冬春季节，流行范围广，传播速度
快，易见于婴幼儿、老年人和体弱多病者。

2.在幼儿园、学校、养老院或家庭成员中，如果有呼吸道传
染病人时，其他成员就很容易被传染患病，如不及时预防控
制，便能在短时间内引起流行，因此，应积极预防。

3.要搞好环境卫生，不要随地吐痰。

4.要勤晒被褥、勤换洗衣服，搞好家庭及个人卫生。

5.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6.勤洗手 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的鼻涕、痰液等呼吸道分泌物中
含有大量的病原，有可能通过手接触分泌物，传染给健康人。
因此，特别强调注意手的卫生。

7.多喝水 特别在秋冬季气候干燥，空气中尘埃含量高，人体



鼻黏膜容易受损，要多喝水，让鼻黏膜保持湿润，能有效抵
御病毒的入侵，还有利于体内毒素排泄，净化体内环境。

8.要坚持体育锻炼和耐寒锻炼;适当增加户外活动(但雾天不
要晨练，因为浓雾中不仅含有大量有害物质，而且水汽较多，
会影响人体肺部的气体交换)。

9、注意营养，适当增加水和维生素的摄入。

10、咳嗽、打喷嚏时捂住口鼻，防止污染空气。

11.不要共用毛巾和卫生间个人用品。

12、生活有规律、保证睡眠、不吸烟、少饮酒，并注意保暖
防止感冒，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13、尽量减少和患者及其患者家属接触也是预防的关键。

14、可进行免疫预防 流行季节前可进行相应的预防接种，如
流感、肺炎、麻疹、流脑等疫苗能有效预防相应的呼吸道传
染病。尤其要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免疫管理。

15、发生呼吸道传染病时，要及时进行治疗，最好是分房隔
离、限制活动。

16、要早发现病人、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17、不要到病家探视病人，不要去疫村，不要到发病地区赶
集、探亲。

1、学习、了解卫生防病知识，树立传染病的防病意识。

2、接种相应的疫苗，预防性疫苗是抵抗传染病发生的最佳手
段。



3、注意劳逸结合、合理体育锻炼，增强机体抵抗疾病能力。

4、开窗通气，尽量减少到空气不流通、人多拥挤的场所。

5、注意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
不喝生水、不吃不洁净的食物，把好“病从口入关”。

6、遇到气候变化，注意增减衣服。

7、坚持晨检，发生病例后，应及时隔离治疗。

8、做好消毒工作。

1、要在本周完成好此项工作，并出好一期黑板报。

2、教育学生注意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有效预防
控制传染病。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十一

活动目标：

1、知道天冷要防感冒，注意保暖。

2、乐意模仿故事中小老鼠的动作。

3、初步了解预防疾病的方法。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学会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幼儿热爱生活，快乐生活的良
好情感。

活动准备：



故事及故事图片

活动重点难点：

重点：知道天冷要防感冒，注意保暖。

难点：模仿故事中小老鼠的动作。

活动过程：

1、教师出示老鼠图片，引起幼儿兴趣，讲述故事。

师：“有一天，天很冷，有一只小老鼠在外面跑来跑去，不
小心感冒了，直打喷嚏，鼠妈妈说：‘小老鼠，快去晒太阳
吧！’太阳晒在小老鼠身上好暖和，它觉得舒服极了！”

2、教师出示图片，根据图片内容请幼儿模仿小老鼠跑、小老
鼠打喷嚏、小老鼠晒太阳的动作。

3、提问：天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冒，那我们能怎样预防
感冒呢？

注意保暖，及时的增减衣服，多运动，坚持锻炼身体，多晒
太阳等。

4、游戏：模仿小老鼠打喷嚏的动作表演。

活动结束：

小朋友一起探讨。

活动反思：

每次季节变化时候感冒的孩子就比较多。所以选择这一活动
一方面可帮助幼儿回忆感冒时的痛苦症状，在回忆中，幼儿



能够感受到感冒了会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可让幼儿了解有效
防治感冒的方法，如开窗通风、多锻炼身体等等，提高幼儿
的自我保护意识。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十二

活动目标：

1、使幼儿了解暑假中应注意的安全和卫生，增强幼儿的自我
保护意识。

2、经过讨论，激发幼儿向往过暑假的情感，教育幼儿愉快、
合理地过暑假。

3、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本事和对事物的确定本事。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使幼儿了解暑假的含义，丰富幼儿的知识经验，激发幼
儿过暑假的兴趣。

1、教师："小朋友们，再过几天我们幼儿园就要放假了，这
个假期叫做暑假。明白为什么吗?启发幼儿动脑筋想问题。

2、幼儿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自我不一样的见解和想法。

3、教师总结暑假的含义：这个假期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放
的，我们叫它暑假，暑：就是热的意思。

二、组织幼儿讨论怎样安全、愉快、合理地过暑假，培养幼
儿完整的表达本事和想象、确定本事。



1、教师引导幼儿："暑假里你们想做些什么事情呢?"

2、幼儿互相说出自我想做的或是喜欢做的事情。培养幼儿的
表达本事、想像本事。

3、那么在暑假里，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够做的呢?引导幼儿说
出有关安全知识的资料。同时也锻炼幼儿的确定本事。

4、出示各个家长填写的《暑假安全知识调查表》，挑选几个
家长所写的暑假安全知识，提问幼儿：能够这样做吗?不能够
做这些事情吗?运用家长的话语来帮忙提高幼儿的兴趣，让幼
儿更加认真参与活动。

三、教师总结暑假里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1)如果回老家的小朋友，不能一个人或和小伙伴到河里去游
泳。

(2)不能玩火、玩电、玩尖锐的物体。

(3)夏天的太阳毒辣，不能到太阳底下长时间地玩，要保护自
我的皮肤。

(4)吃冷饮时，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否则，会引起肚子痛，
影响身体健康。

(5)吃西瓜时，要把瓜洗干净，请爸爸妈妈切好西瓜，吃的时
候不讲话，以免瓜子呛人，还要防止西瓜汗流到衣服上，另
外，不可乱扔西瓜皮。

(6)独自在家时不要让陌生人进来，不要告诉陌生人仅有你一
个人在家。

(7)出外与家人走散了，要懂得打电话110报警，不要跟陌生
人走等。



四、请幼儿看安全图片操作。每个幼儿一套安全图片，请幼
儿在正确的图片上打上对号，错的打上错号。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十三

活动目标：

1.了解有关流行性传染病的相关知识。

2.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说出并掌握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3.学习一些基本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增强自身预防疾病的
意识。

活动重、难点：

1.了解有关幼儿容易传染上的传染病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生
活经验说出预防疾病的方法。

2.幼儿学习一些基本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增强幼儿预防疾
病的意识。

活动准备：

1．有关传染病的资料与图片。

2．课件

3.每组一张4开白纸，一盒水彩笔。

活动过程：

1.春天是各种传染病流行的季节，比如在春季有些小朋友就
得了手足口病，你知道吗？谁来给小朋友说一说。幼儿个别
说。



2.春季为什么是流行性传染病的多发季节呢？（春天气候乍
暖还寒阴雨绵绵，气候多变。）

3.春季还会有哪些流行性传染病会出现呢？幼儿自由说。

4.观看课件。

5.教师小结：传染病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它能
通过呼吸、身体接触等方式传播病菌。如果有小朋友或者小
动物得病，就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叫做传染病。小
朋友容易得的传染病有流行性感冒、咳嗽、水痘、腮腺炎、
红眼病、麻疹、手足口病等。

1.请幼儿讲述自己生病时的经历和感受。（如请医生诊治，
要定时服药，多休息，多喝水，痊愈后才回幼儿园上课等。）

2．教师讲述手足口病的传播途径。

3.幼儿讨论交流。

4.教师小结：咳嗽，打喷嚏，吐口水，，毛巾及手摸过的用
具上都会留下细菌，都有可能会传染手足口病的。

1.提问：很多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手足口病是一样的，我们
应该怎样预防传染病？（幼儿讨论并回答）

2、活动总结：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师：多喝开水，多吃蔬菜水果，不挑食，不喝生水，可以提
高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勤洗手、勤剪指甲，可以消除病菌；
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增强免疫力；接种流感疫苗可以预防
流感；打喷嚏时要用手或手帕遮起来，避免对着他人打喷嚏；
在传染病的多发季节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情况严重时需要戴
口罩。



记录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1.教师：现在请小朋友把刚才我们讨论的内容，用图或图夹
文的方法记录下来，每组呈现3~4种方法。

2.幼儿绘画，教师巡回指导。

3.集体分享记录结果，教师将各组的记录展示在黑板上，相
同的选取画得较好的粘贴。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十四

1、知道感冒会影响身体健康和正常的学习生活，体验身体健
康的重要性，必须预防感冒。

2、初步掌握预防感冒的方法，有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3、学习擦鼻涕的正确方法。

1、课件幻灯片；

2、幼儿已有经验（有过感冒的经历）。

１、幼儿欣赏童话故事《感冒的快乐小兔》。

《感冒的快乐小兔》

秋天到了，刮起了秋风，下起了秋雨，其他小朋友们都回家
避雨了，只有小兔自己还在外边玩耍。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小猫和小猪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们的好朋友小兔玩。

可是，小白兔把门反锁了，他们进不去。原来，小白兔在下
雨的时候出去玩，让自己感冒了。他怕把感冒传染给小猫和
小猪。小猫和小猪很感动，决定每人在小兔窗前讲一个昨晚



做的梦，这让小兔子很开心。

小猪说：“小兔，我在梦里和你在森林里捉迷藏，我跑着拍
着就没影了，你怎么也找不到我，你猜怎么了？原来我掉进
一个很深的树坑里，跳不上来了。”“哈哈哈……”小兔子
躺在床上笑出了声音，但是声音哑哑的。小猫接着说：“小
兔，我梦到和你一起荡秋千，我荡的特别高，一下子就飞到
对面的树上了。”“哈哈哈……小兔又笑出来了声音，紧接
着打了几个喷嚏。”小兔来到了窗前，看到了小猫和小猪，
小兔向他们挥挥手。小猫和小兔也微笑着向小兔挥手。

过了几天，小兔的感冒全好了，她蹦蹦跳跳的去找小猫和小
猪去玩了。

（２）小猫。小猪去看它的时候，小白兔为什么不见它们？

（３）小兔子的朋友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关心小白兔的呢？

２、通过谈话，归纳感冒的主要症状。

（１）你感冒过吗？你感冒出现了哪些？有什么样的感觉？

（２）感冒了你们会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喉咙干痛，头
痛等，你整个身体都会感觉不舒服。

（3）看图分析，图中的小朋友感冒有什么症状。

３、师生共同讨论感冒的原因。

（１）人为什么会感冒？

（２）感冒了怎么办？（引导幼儿谈一谈感冒时，爸爸妈妈
是怎么照顾自己的。）

（３）有鼻涕怎么办？（老师教幼儿正确的擤鼻涕的方法：



用干净的餐巾纸或者手帕纸捏住一只鼻孔擤鼻涕；再捏住另
一只鼻孔擤鼻涕。）

（４）感冒了怎么预防？（当我们受凉或者是身体的抵抗力
下降时，就会流鼻涕、咳嗽等；感冒时我们要及时就医，按
时吃药，多喝白开水，注意休息，开窗通风，勤洗手等。）

4、教师小结：经常锻炼身体可以预防感冒，在天气变冷或者
变热的时候及时增减衣服；不要和生病的人接触；还可以吃
大蒜；喝伴郎冲剂以此增强抵抗力，预防感冒。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十五

感知传染病的危害，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知道春季容易得传染病，了解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传染途径。

掌握预防传染病的基本方法，与同伴共同制作《春季预防传
染病宣传手册》。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幼儿已经了解部分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课件准备：《春季预防传染病》故事视频；“热闹的医院”
图片；“看病”图片；“预防传染病”组图。

纸面教具：《宣传手册模板》。

材料准备：画笔。

活动过程

出示图片“热闹的医院”，播放故事视频《春季预防传染病》



第一段，引导幼儿了解春季易得传染病。

1.出示图片，请幼儿观察，激发幼儿的好奇心。

——奇妙小镇的医院这几天真热闹，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好多小朋友都生病了）

——生病的小朋友看起来怎么样？（很难受）

2.播放故事视频第一段，引导幼儿了解春季易得传染病。

——他们生了什么病？我们来听听鹿鹿医生是怎么说的吧。

小结：原来这些小朋友都得了传染病。春天到了，病毒出来
捣乱了，很容易被传染生病。

出示图片“看病”，播放故事视频《春季预防传染病》第二、
三段，引导幼儿了解春季高发传染病的症状及传染途径。

1.出示图片，播放故事视频第二段，引导幼儿了解春季高发
传染病的症状。

1）出示图片，请幼儿观察图片中小伙伴们的病征。

——鹿鹿医生要为小朋友们看病了，这些小朋友摘下口罩后
你都看到了什么？（有的身上长了小泡泡、小疹子，有的脸
上肿了起来，还有的小朋友好像发烧了……）

2）播放故事视频第二段，引导幼儿了解春季高发传染病的症
状。

——来听听这些小朋友是怎么说的吧。

2.师幼讨论，鼓励幼儿谈谈对传染病的了解，初步感知传染
病的传染途径。



——你知道这些传染病吗？你有得过吗？

——你知道这些传染病是怎么传染的吗？

3.播放故事视频《春季预防传染病》第三段，引导幼儿了解
传染病的传染途径。

——为什么这些小朋友会得传染病呢？我们请鹿鹿医生告诉
我们吧。

小结：传染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传染病毒可能会通过病人、
或病人碰过的东西，或者是喷溅出的口水、飞沫传染。

出示组图“预防传染病”、播放故事视频《春季预防传染病》
第四段，引导幼儿学习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加强自我保护的
意识。

1.出示组图“预防传染病”，根据幼儿讨论的预防方法进行
呈现。

活动建议：本环节教师可鼓励幼儿先自由表达，再根据幼儿
的回答呈现相应的图片；若没有提到，可以先不呈现。

2.播放故事视频《春季预防传染病》第四段，引导幼儿学习
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小朋友们提到了很多预防传染病的办法，我们再来听听
鹿鹿医生的建议吧。

小结：不去人多的地方，出门戴上口罩，做好自我保护；勤
洗手，做好个人卫生清洁；勤锻炼，增强体质；按医生的要
求打预防针等，都能有效地预防传染病。

发放纸面教具《宣传手册模板》，材料“画笔”，请幼儿分
组制作《春季预防传染病宣传手册》。



1.组织幼儿讨论把预防传染病的好方法告诉更多人的做法，
激发幼儿制作宣传手册的意愿。

——怎样才能把预防传染病的好方法告诉更多小朋友呢？

小结：一起制作宣传手册，向小班的弟弟妹妹做宣传吧。

2.发放纸面教具《宣传手册模板》，材料“画笔”，鼓励幼
儿按小组讨论、制作《春季预防传染病宣传手册》。

1）发放纸面教具及材料，鼓励幼儿进行组内讨论。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宣传手册，请你和小伙伴们一起讨论
想要画的内容和分工。在手册里面画上预防传染病的好方法，
并在封底写上名字哦。

2）幼儿制作《春季预防传染病宣传手册》，教师巡回指导。

3）教师辅助制作好的小组进行装订、添字。

活动延伸

日常活动

1.引导幼儿注意个人卫生，组织幼儿多参加体育锻炼，增强
免疫力。

2.请幼儿在餐前或餐后带着制作好的《春季预防传染病宣传
手册》到小班给弟弟妹妹宣传春季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家园共育

请家长注意室内通风，避免带幼儿去人多的地方，提醒幼儿
外出时戴上口罩，回家后先洗手。



预防冬季传染病安全教育教案篇十六

1、了解流行性的传染病的相关知识。

2、能说出并掌握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3、增强自身预防疾病的意识。

【活动准备】

教学ppt。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观看教学挂图。

教师出示挂图，并提问：小朋友，请你们看一看，图上画的
是什么地方？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图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
他们怎么了？（幼儿观察并描述）

二、活动展开：讨论什么是传染病，常见传染病有哪些。

1、教师出示挂图，请幼儿按顺序观察图片，教师提问。

教师小结：传染病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它能通
过呼吸、身体接触等方式传播病菌。如果有小朋友或者小动
物得病，就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叫做传染病。

2、师：传染病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传播的？

3、师：你知道哪些病是传染病吗？昨天老师给你们发了一张
调查表，让你们去调查有哪些传染病？它们是怎样传播的？
都有哪些症状？现在请小朋友们拿出调查表，谁愿意上前来
说说你的调查。（3—4名幼儿讲述）



4、了你们做了调查，戎老师也做了调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

调查到的第一个传染病：手足口病第二个：水痘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个传染病都是在我们小朋友之间很容易
传染的。

还有哪些传染病在春季会传染上的呢？（红眼睛、皮疹、腮
腺炎）

三、活动展开：讨论预防传染疾病的方法。

幼儿讨论、讲述。

2、师：看看老师这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是怎样预防传染病的
呢？（洗手、多吃水果、充足睡眠、打预防针、戴口罩、不
去人多的地方、不朝别人打喷嚏）

3、教师小结：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师：多吃蔬菜水果，可以提高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勤洗手
可以消除病菌；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增强免疫力；接种流
感疫苗可以预防流感；打喷嚏时要用手或手帕遮起来，避免
对着他人打喷嚏；在传染病的多发季节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情况严重时需要戴口罩。

活动反思：

小朋友又生活在集体生活中，非常有必要知道如果得了传染
病一定要隔离、看医生、定时吃药，多喝水等。这次活动上
下来，我觉得自己对教学中的突发事情，有些不知所措，我
想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要吸取经验，不断学习，让我的教
学机智更加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