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预防疾病安全教案小班 冬季疾病
预防安全教案(优秀8篇)

初中教案需要有明确的教学步骤和教学方法，帮助教师掌握
课堂进程。下面是一些针对六年级学生的语文教案范本，希
望对大家的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预防疾病安全教案小班篇一

使学生了解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掌握预防方法。

呼吸道传染病和腮腺炎的预防。

了解传播途径。

《学校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控制》视频

一、导课：什么是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白喉、腮腺炎等。）

二、让学生说一说得了呼吸道传染病的感受。

三、怎样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计划免疫。注意卫生。少去公共场所。会添减衣服。积极锻
炼身体。

四、流行性腮腺炎是怎样传染的？

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多
发于冬春季节。腮腺炎病毒存在与病人地唾液、鼻烟分泌物
及被病人的唾液、鼻烟分泌物污染的衣物、手帕、食品、用



具等，干燥后病毒可以进入空气引起感染。

五、怎样预防腮腺炎？

避免与腮腺炎病人接触；病好后才能上学。可煎服板兰根等
草药预防。

六、观看影片《学校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控制》并交流感受

七、作业：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有那些方法？

冬季传染病的预防

计划免疫注意卫生

少去公共场所会添减衣服

积极锻炼身体

预防疾病安全教案小班篇二

1、冬季是各种传染病多发季节，避开传染病在校内发生。

2、让同学了解传染病的预防学问，进行预防教育。

3、增长同学的卫生学问，增加同学的自我保健意识。

班主任讲话：

同学们，冬季是传染病的多发季节，尤其是结核病，表现为
咳嗽、发烧。为了同学的身体健康，开展本次主题队会，盼
望同学们能更多地了解有关传染病的学问。

(一)、通过看视频资料了解传染病



(二)、向同学进行传染病的宣扬教育。

1、什么是结核病?

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侵入人体后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有效药物治疗并具有较强的传染性，故人
们对结核病产生了很强的恐惊心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
科学工自50年月以来，已经研制出十数种有效的`抗结核药物，
只要早期发觉，正规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结核杆菌可
以侵入人体任何器官，也就是说人体的各种器官都可以发生
结核病。

2、有哪位同学知道结核病是怎样传播的吗?

结核病的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空气中的结核杆菌，通过
人的呼吸进入人的肺部，在那里繁殖、生长，这样人就会被
传染上肺结核。另一种是血液传播。就是说原发肺结核病灶
快速进展，结核性脑膜炎等等疾病。

3、肺结核有那些症状?

(1)指名说一说

同学1：肺结核早期或轻度肺结核，可无任何症状或症状稍微
而被忽视，若病变处于活动进展阶段时，可消失以下症状：

2、咳嗽咳痰：是肺结核最常见的早期症状，但也最易使患者
或医生误以为是“感冒”，北宗学校六二班黄杏然或“气管
炎’而导致误诊。

3、痰中带血：痰内带血丝或小血块，大多数痰内带血是由结
核引起的。同学2：是啊!得了结核病的人不仅非常苦痛，同
时也会严峻地影响工作和学习。为了给病人加强养分，还增
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同学3：吃了病人污染过的东西，就会得结核病。

同学4：你讲的是对的，但还不完全，结核病的传播途径有两
种，一种是空气中的结核杆菌，通过人的呼吸进入人的肺部，
在那里繁殖、生长，这样人就会被传染上肺结核。另一种是
血液传播。就是说原发肺结核病灶快速进展，结核性脑膜炎
等等疾病。

同学5：还有咳嗽，咯血，每天下午发低烧。

同学6：患者的主要症状是咳嗽，浑身没有劲，软绵绵的，人
慢慢消瘦，晚上睡觉经常盗汗，面部潮红，下午发低烧，胸
口发闷，严峻的时候还会咯血。这时病的传染性很强，由于
病人咳嗽的时候，空气中会有很多结核菌。

(2)、小组争论：如何从身边做起，如何搞好卫生，如何预防
肺结核病?

生1：不吃肺结核病人吃剩下的东西，不到他屋里去玩。

生2：平常要多吃好的，增加自己身体的反抗力量。

生3：准时发觉结核病人，乐观治疗结核病人是最有效的预防
措施之一。我们知道结核病人，尤其是排菌的肺结核病人是
结核病的传染源，因此对结核病人及早赐予有规律的彻底治
疗，使之不在排菌，从源头上掌握结核菌的传播，是至关重
要的。

生4：切断结核菌的传播途径也不容忽视，提倡留意个人卫生，
做好消毒隔离，避开结核菌的集中。

生5：病人最好单独住一间房间，假如没有条件，也该与别人
分床睡。房间要常常开窗透风，保持室内空气新奇。



生6：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预防感染。

生7：给已感染结核菌的病人服用抗结核药物，可以防止结核
病发病。

4、同学谈收获。

(三)发出倡议

同学们，在生活中，只要我们大家讲好个人卫生，饭前便后
要洗手，培育良好的卫生习惯，肯定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四)总结

同学们，通过今日的“传染病的防治”主题班会，我们了解
了更多的传染病的防治学问，盼望大家要爱惜自己的生命，
珍爱自己的生命，并回家向家人做宣扬，发动家人讲好卫生，
预防各种疾病发季节，避开传染病在校内发生。

预防疾病安全教案小班篇三

3.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教学重点】：使学生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如何预防流行性疾病

【教学方法】：讲授法、讨论法、游戏教学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天气转冷，班上好多同学都生病了。



学生讨论：感冒给你带来哪些不便?

这段时间，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天气多变忽冷忽热。此时，
同学们应该注意身体的保健、保暖，以免患上春季流行性疾
病。

二、流行性疾病基本常识：

预防疾病应该从了解疾病开始。疾病分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
病两类。传染病是由病原体(如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
的，并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传染的疾病，具有
传染性和流行性等特点。主要的传染病有结核病、乙肝、流
行性感冒等，性病大多也是传染病。对于传染病，切断其流
行三个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中的`任何一个，
都可终止传染病的流行。

非传染性疾病是指那些因为身体细胞、组织、或器官损伤、
功能缺失或非传染性病变而发生的疾病，如癌症、损伤、心
脏病等等。非传染性疾病可能存在于任何组织或器官，具有
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就事论事进行预防、保健或治疗。

注意营养、作息、运动和卫生是预防疾病的主要做法。科学
研究表明，人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情绪对身体健康有着巨大
的影响。传统中医很注意“七情”与疾病的关系。最近许多
西方科学家的研究表明，正是“情绪因子”大大缩短人的寿
命。

在疾病发作的时候，合理治疗是使身体恢复健康必不可少的。
合理治疗包括药物治疗、改善饮食、合理运动、多休息等。
在了解用药的基本知识以后，小病可以自己服药解决，但要
看清药品说明，避免用药剂量过大、药物中毒。从未用过的
药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并做好过敏测试。

三、作为学生应如何预防传染性、流行性疾病呢?(学生讨论，



并请学生总结规纳)

1、做好传染性、流行性疾病的预防和公共卫生工作，定期宣
传防治知识，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2、在校园、教室内做好必要的消毒工作，对可能受到危害的
该班学生和任课老师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3、坚决杜绝染病学生带病来校，必须由医院出具诊断，证明
已康复并不再存在传染危害后方准来校上课。

4、学校卫生室老师与班主任做好晨检工作，认真填写学生检
查统计表，保证预防疾病工作顺利开展。

5、学校学习场所、生活场所要经常通风换气和定期消毒。

6、学生如果发现有发热、咳嗽、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的，
应及时就医。

四、小结：

1、学生总结：通过本次班会的学习，同学们究竟对流行性疾
病知识的了解了多少?

2、班主任总结：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健康很大部分上都是
来自以个人平时的生活习惯，疾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
预防工作绝不能轻视。现在是春季流行性疾病的发多季节，
希望同学们通过这次班会课的学习，对流行性疾病的了解和
预防都有了深刻的认识，更提高了学生对卫生认识的重要性。

五、作业：

流行性疾病有哪些?



预防疾病安全教案小班篇四

活动目标：

让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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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反抗力等等，使同学们懂得了只有好的、
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学习。增长同学的'卫生学问，增加同
学的自我保健意识。

活动过程：

传染病主要通过食物、口鼻飞沫及接触传播，因此预防上主
要应做到：

1、留意饮食卫生，避开病从口入;

2、避开与患儿接触，幼托机构发觉病人，要实行隔离措施;

3、平常应加强体质锻炼;

4、调理脾胃，及早治疗食积。

5、流行时,做好环境、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

6、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从口入;

7、家长尽量少让孩子到拥挤公共场所，削减被感染机会;

1、咳嗽没用手捂住嘴;

2、打疫苗可怕，就不打了;

3、平常不留意锻炼;

4、不洗手就吃饭(东西)。



1、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自我防病力量。

2、加强体育锻炼，增加对传染病的反抗力。

3、按规定进行预防接种，提高免疫力。

4、搞好环境卫生，毁灭传播疾病的蚊、蝇、鼠、蟑螂等害虫。

5、传染病人要早发觉、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防止交叉感染。

6、传染病人接触过的用品及居室均严格消毒。

预防传染病其实并不难，我们每个人只要做到以下要求，就
会远离传染病：

1、头发：头发干净无异味;男生不留长发。

2、脸：干净无污垢。

3、颈：脖颈、耳根洁净无污垢。

4、手：手洁净无污物;不留长指甲，指甲缝内无污垢。

5、红领巾：干净，勤换洗。

6、衣服：衣服干净，勤换洗;衣领、衣袖无污垢;

7、鞋袜：鞋子干净，上学穿袜子，不拖鞋带。

8、书包：书包洁净干净，书本摆放整齐。

9、桌兜：干净无杂物。

同学们，通过今日的班队会，我们不仅对传染病有了更进一



步的熟悉与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如何去做才能更好
的预防传染病，并且，通过刚才大家的沟通又进一步加深了
印象，那么，盼望我们同学能够从今日做起，从我做起，人
人都做讲卫生的好孩子，远离各种传染病，愿我们都能够健
康成长。

预防疾病安全教案小班篇五

1.通过观看图片，学生会说出春季流行呼吸道感染病的种类。

2.通过讲解，学生会说出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制作课件，显示有关内容及收集、查阅到的相关资料.

(一).导入

同学们，春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什么是呼吸道疾病，
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呼吸道传染病是指病原体从人体的鼻腔、咽喉、气管和支气
管等呼吸道感染侵入而引起的有传染性的疾病。其传染源为
病人和隐性感染者。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也可通过直接密切接触或间接接触传播，人群对多数呼吸道
传染病普遍易感，特别是大中小学生、儿童和体弱多病者。

(二).春季常见传染病

(1)水痘

(2)麻疹

(3)风疹

(4)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



(5)流行性感冒(甲型h1n1流感)

(6)肺炎/非典型肺炎

(7)活动性肺结核

(8)流行性腮腺炎

(三).对各种疾病做一些简单介绍，及它们的防控措施。

(四).呼吸道疾病的预防：

衣：

1.春捂秋冻

2.适时增减衣物

3.多穿棉料的衣

4.少穿羽绒衣

5.勤洗勤换衣裤

食：

1.多饮水，有利于排尿和发汗，使体内的毒素和热量尽快排
出，帮助宝宝预防发热。

2.选择容易消化的流质饮食如菜汤、稀粥、蛋汤等。

3.多食含维生素c、e的水果，如西红柿、猕猴桃、苹果、枣等。

4.避免容易过敏的食物接触。



住：

1.房间摆设简单

2.多开窗通风

3.避免被动吸烟和其他烟尘污染

4.常晒被褥

5.合理使用空气加湿器

行：

1.多接触新鲜空气和阳光

2.接受适度的锻炼

3.避免人多拥挤的环境

4.避免花粉等过敏原的接触

5.远离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

特别提醒：

1、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卫生。

2、勤洗手，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不用污浊的
毛巾擦手。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嚏后)应立即洗
手。

3、打喷嚏或咳嗽时应用手帕或纸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污染
他人。患者在家或外出时佩戴口罩，以免传染他人。



4、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

5、学校教室、宿舍等人员集中的场所每天应开窗通风数
次(冬天要避免穿堂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6、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
场所;不得已必须去时，最好戴口罩。

7、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也可减少感染的机会或减
轻流感症状。

8、防控呼吸道传染病，关键要做到“四早”，即：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五)小结

预防疾病安全教案小班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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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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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疾病安全教案小班篇七

1、通过观看图片，学生会说出春季流行呼吸道感染病的种类。



2、通过讲解，学生会说出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制作课件，显示有关内容及收集、查阅到的相关资料、

(一)、导入

同学们，春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什么是呼吸道疾病，
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呼吸道传染病是指病原体从人体的鼻腔、咽喉、气管和支气
管等呼吸道感染侵入而引起的有传染性的疾病。其传染源为
病人和隐性感染者。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也可通过直接密切接触或间接接触传播，人群对多数呼吸道
传染病普遍易感，特别是大中小学生、儿童和体弱多病者。

(二)、春季常见传染病

(1)水痘

(2)麻疹

(3)风疹

(4)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

(5)流行性感冒(甲型h1n1流感)

(6)肺炎/非典型肺炎

(7)活动性肺结核

(8)流行性腮腺炎

(三)、对各种疾病做一些简单介绍，及它们的防控措施。



(四)、呼吸道疾病的预防：

衣：

1、春捂秋冻

2、适时增减衣物

3、多穿棉料的衣

4、少穿羽绒衣

5、勤洗勤换衣裤

食：

1、多饮水，有利于排尿和发汗，使体内的毒素和热量尽快排
出，帮助宝宝预防发热。

2、选择容易消化的流质饮食如菜汤、稀粥、蛋汤等。

3、多食含维生素c、e的水果，如西红柿、猕猴桃、苹果、枣
等。

4、避免容易过敏的食物接触。

住：

1、房间摆设简单

2、多开窗通风

3、避免被动吸烟和其他烟尘污染

4、常晒被褥



5、合理使用空气加湿器

行：

1、多接触新鲜空气和阳光

2、接受适度的锻炼

3、避免人多拥挤的环境

4、避免花粉等过敏原的接触

5、远离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

1、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卫生。

2、勤洗手，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不用污浊的
毛巾擦手。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嚏后)应立即洗
手。

3、打喷嚏或咳嗽时应用手帕或纸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污染
他人。患者在家或外出时佩戴口罩，以免传染他人。

4、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

5、学校教室、宿舍等人员集中的场所每天应开窗通风数
次(冬天要避免穿堂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6、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
场所;不得已必须去时，最好戴口罩。

7、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也可减少感染的机会或减
轻流感症状。

8、防控呼吸道传染病，关键要做到“四早”，即：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五)小结

预防疾病安全教案小班篇八

《我不乱吃药》

1、了解随便吃药的危险性，懂得生病时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服
药。

2、乐意与同伴一起制作小药箱

懂得生病时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服药。

了解随便吃药的危险性。

1、收集社会上因吃错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

2、制作药盒的纸、剪刀、固体胶。

一、导入活动。

师：小朋友，如果你生病了，该怎么办?(看医生，吃药，打
针)

二、教师实例分析，进行提问。

1、师：有一个叫牛牛的小朋友，他一个人在家，突然觉得

肚子很不舒服，他打开家里的小药箱，里面有很多药，但是
他不知道该吃那种药，牛牛翻了一下药箱，看到了一种妈妈
曾经给他吃过的药，牛牛想：上次感冒的时候妈妈给我吃了
这种药，病很快就好了，现在，我把这种药吃下去，肚子就
会舒服的，于是，牛牛拿起了药就想吃。



提问：牛牛能吃这种药吗?为什么?师：对了，这个药牛牛是
不能吃的，因为牛牛是肚子痛而不是感冒，吃错了药反而会
导致病更加严重的。

2、教师讲述因吃错药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实例。师：现在，老
师就给我们小朋友讲讲因为吃错药而差点导致失去生命的事
件。

第一个例子：一位老人在家看护4岁的孙子，孙子捂着肚子，
大声喊痛，老人便拿出两片安乃近给孙子服下，孙子仍啼哭
不止，老人以为药力不够，又给孙子服下3片，不一会儿，小
孙子脸色苍白，失去知觉。老人急忙把孙子送往诊所，经过4
个多小时的抢救，男孩才脱离了危险，据医生说，安乃近这
种止痛药，副作用大，服用过量会危及生命。第二个例子：
据报纸报道，家住天津南开区的一位年轻妈妈发现两岁的儿
子腹泻不止，就找出痢特灵，给儿子服下4片，不到半小时，
儿子捂着腹部啼哭不止，并且直喊疼。妈妈急忙把儿子送往
医院抢救，医生问明发病原因后，马上确诊为药物中毒，立
即采取了催吐，输氧，输液等一系列急救措施。经过三个多
小时的抢救，才挽回了孩子的生命。据医生介绍，痢特灵作
为一种治疗菌痢的药物，因具有较大的毒性，临床中严禁儿
童服用。

三、说说怎样吃药才安全。

师：听了这两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吃药才是安全的?(看说
明书，按照医生说的吃)如果你生病了，爸爸妈妈又不在家，
你应该怎样吃药(怎样做)?那老师告诉你们，有些药盒里面装
的不是这种盒子上写的药，装的可能是另外一种药，所以，
我们小朋友吃药前都要看清楚。

四、活动延伸。

制作小药盒：每位幼儿制作一个简单的小药盒，贴上标记，



让幼儿可以把自己的药放在这个药盒中，以确保吃药的安全。

活动反思：一开始先让幼儿听了两例发生在人们生活周围的
实例来提醒幼儿，首先让幼儿意识到吃错药的危险性。然后
发生这类事情的处理方法及如何有效避免。

大班幼儿基本上了解生病要吃药的常识。本节课的关键就是
指导幼儿如何正确的吃药，因为幼儿还不能看懂说明书之类
的，所以教导他们一定要在医生或者大人的监督下才能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