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预防疾病安全教育反思 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班会教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预防疾病安全教育反思篇一

教学内容：学习防溺水的基本安全常识，懂得珍爱生命，且
培养有关防范的能力。教学目标：1、提高安全意识，愿意自
觉去学习防溺水安全的有关知识，在学习中增强与同学的合
作交流意识。

2、初步了解防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知道每一个学生都要提
高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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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预防疾病安全教育反思篇二

正确施救

牢记

正确施救

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

同伴落水我不怕，立即报警和求救；

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游泳；



手挽手救不可行，镇定自若找工具；

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搭救伙伴靠智慧，自身安全最
重要！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2、橱窗：防溺水宣传栏（要求每位同学课间都去认真看看）

3、校门口：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每天放学提醒我们）

预防疾病安全教育反思篇三

本节课从五个方面突出的课改的新理念：

第一，体现了“课程是生活，课程是经验”的新理念。本节
课注重以学生的身边的传染病——“非典”为切入点，通过
创设问题情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利用学生熟悉的常见传
染病病例，成功地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激发了学生的学*兴
趣，达到了教学目标。

第二，体现了“为了每一位学生发展”“让学生成为学*的主
人”的新理念。本节课的教学，在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有关传
染病的资料，提高了学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充分
体现了课程与实际生活的联系。问题情境符合学生的实际，
并且注重了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注重了
学生的整体性。

第四，体现了“用教材教不是教教材”的理念。教师有较强
的课程意识，运用教材与挖掘生活中的实例相结合，使学生
在体验中学*知识，形成技能。

第五，较好地实现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价值观”三维目标。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分析讨论，特别是
从学*有关预防传染病的措施的过程中受到了环境保护的教育，
从有关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如果对待艾滋病人的问题上，形



成遏制艾滋病、关爱生命的基本观点。

诚然，本节课如果能够选取一些典型的传染病例，让学生分
析它们的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就能在训练中进一步深化教
学目标。

预防疾病安全教育反思篇四

在体育课时常会发生一些程度不等的意外伤害和运动损伤，
这些意外事故当然谁都不希望有，我们教师都注意教学中采
取保护措施和运动损伤的处理，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减少或杜
绝意外发生才是关键。教师在教会学生运动知识，运动技能
的同时，更要教会学生在运动中保护自己，预防运动损伤的
发生，从而使学生终身受益。通过平时上课对学生教育及实
际情况，我专门进行运动损伤的理论课教学，但效果不理想，
孩子们对这些损伤情况，他们的感觉就是自己没有发生过，
就与我无关，不重视平时的学习和积累，一旦出现情况又不
知道怎样处理？也不能在运动中预见运动损伤的发生。纵观
我校的实际情况，我觉得作为体育老师必须在平时做好如下
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每个孩子的安全。

学生的体育安全意识需要教师经常不断地灌输和提醒。教师
有责任向学生传授体育锻炼时如何预防运动创伤和发生运动
创伤后正确的急救方法。在上课过程中，对于一些安全上的
隐患应及时地让学生知道。在课前的热身运动中，一般学生
会对其产生一些不理解，为什么每次都要做这些无聊的事，
这时就应该讲解热身运动的重要性，在其中插入一些预防运
动创伤的知识。在遇到下雨等上室内课的时候也应该经常讲
解发生运动受伤后正确的急救方法，以及预防措施。同时，
安全知识，防护、救护知识与能力等，是现代人所必备的基
本知识和能力。结合本校的实际，运用各种途径、方法大力
开展学生安全教育。结合体育教学的特点，对学生进行必要
的.安全教育、防护与救护教育是体育教学自身的需要，也是
现代体育教学“健康第一”教育思想所提出的要求，因此，



要加强安全教育，克服麻痹思想。

教学内容要合理，难度要适中，合适的难度会激发学生的练
习热情，有利于他们身体素质的发展、意志品质的培养。难
度过小，学生练习没激情；难度过大，学生没信心，易受伤。
所以内容准备要根据实际，科学合理安排。确保场地器材安
全。课前教师认真仔细做好场地器材的安全检查，有安全隐
患及时排除，那么引起运动损伤的外部主要因素就可以消除
了。

准备活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体由相对安静状态过渡到紧张活动
状态，使身体器官和肌肉组织能够达到锻炼的基本要求。准
备活动的内容要根据锻炼内容或比赛项目而定，既有一般性
又有专门性准备活动，对运动中负担较大和易伤部位要特别
做好准备活动。准备活动要根据学生特点，气象条件和锻炼
或比赛情况而定。一般兴奋性低，锻炼者水平较高，运动时
间短的项目或天气寒冷等，准备活动强度可稍大，时间稍长。
相反锻炼者基础差，运动时间长或天气炎热，准备活动的强
度宜小，时间可短些。总之，准备活动以身体感到发热，微
微出汗为宜。

教学中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和组织管理是预防运动损伤的主
要手段。枯燥单一的教学方法会引起学生厌学心理，容易引
起意外事故；不合理的组织更是引起以外事故的主要原因之
一。学生之间有较大差异，教师不要统一要求。有些动作也
许对于一些体育有专长的人来说很容易，但是对于体质相对
较弱的学生来说就很难，不安全的因素就多了一分。这时就
要求教师个别对待，在教学目标与要求方面应有所不同，争
取做到“一人一个要求、一人一个目标”。

总的来说，我们对待运动损伤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应当是：预
防为主、抓早抓小（抓损伤的早期症状，抓思想麻痹的倾向
和苗头）。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预防运动损伤的发生。



预防疾病安全教育反思篇五

1、了解一些感冒的病症以及传播途径。

2、懂得预防感冒的小常识，积累一些健康生活的经验。

3、知道生病了不怕打针吃药，做个勇敢的孩子。

4、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教学挂图《预防感冒》。

1、引出话题：

教师有班级点名活动引出今天的教学活动。

"这些天，xx小朋友为什麽没来呀？"幼儿相互交流各自对感冒
的感受与体会。

"你得过感冒吗？感冒的时候人会有什么感觉？"教师小结：
感冒的时候会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鼻塞等症状。

2、了解感冒的传播途径：

教师介绍患感冒的原因及感冒传播的主要途径。

四。教师归纳。

不注意冷暖或身体抵抗力差的人容易得感冒。另外，流行性
感冒还可以通过吐沫、痰等传播。

教师与幼儿一起交流预防感冒的方法。

"我们应该怎么来保护自己，尽量不让自己和别人患上感
冒？"教师出示图片，幼儿了解预防感冒的具体方法，师生一



起进行归纳小结。

不随地吐痰、常开窗通风、勤洗手洗脸、经常锻炼身体、适
当吃点醋及大蒜、洋葱。流行性感冒肆虐期间，幼儿要尽量
减少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如果已患上感冒，则打喷嚏时要
用手帕或纸巾捂住口鼻，而且要侧转身，不能对着他人打喷
嚏，因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引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积极发表自己的想法，通过课程学习
怎样才能预防感冒教育孩子平时要加强锻炼，增强抵抗感冒
的能力，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