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夏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教案 幼儿
园夏季传染病预防小知识(大全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
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幼儿夏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教案篇一

炎炎的夏日，各种病毒也非常的活跃，近期除了新冠肺炎，
其他传染病也要防范。例如：流行性感冒、水痘、腮腺炎、
风疹、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等。这些传染病大多都是呼
吸道传染病，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
等途径传播。

常见的儿童传染病有哪些？

1、麻疹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儿童常见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之一，
传染性很强。有发热、咳嗽、流涕、流泪、咽部充血等症状。

2、疱疹性咽峡炎

儿童疱疹咽峡炎常见于1-7岁儿童，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夏
季为高发季节。其主要传播途径除了粪-口途径或呼吸道为主
要传播途径，感染性较强，而且传播速度较快，所以常常会
引起同游玩的孩子一同发病。除了咽峡部疱疹外，常常伴有
高热、咽痛、头痛、颌下淋巴结肿大或压痛等。

3、细菌性痢疾

细菌性痢疾解便常常夹杂粘液、甚至脓血，便意急切，解便



后又始终觉得没有解干净，部分病例可出现发热等症状，又
因为这种疾病常常会因为食物源引起，常常还可以出现幼儿
园、小学班级集体发病的情况。个别重症患儿病情发展快，
导致死亡。

4、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多发传染病，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多种
肠道病毒都能引起，一般全年均有发生，5-7月为高发期。手
足口病一般症状较轻，大多数患者发病时，往往先出现发烧
症状，手掌心、脚掌心出现斑丘疹和疱疹(疹子周围可发红)，
口腔黏膜出现疱疹和/或溃疡，疼痛明显。部分患者可伴有咳
嗽、流涕、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和头疼等症状。少数患者
病情较重，可并发脑炎、脑膜炎、心肌炎、肺炎等，如不及
时治疗可危及生命。

5、流行性乙型脑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多发生在10岁以下的儿童，由病毒引起，经
蚊虫传播，多见于夏秋季，常伴突发高热、恶心、意识障碍、
惊厥、呕吐、嗜睡、强直性痉挛和脑膜刺激征等症状，重型
患者病后往往留有后遗症，属于血液传染病。对乙脑最好的
预防就是防蚊灭蚊，及时接种乙脑疫苗。

6、传染性结膜炎

该病常常突然出现眼部烧灼感，疼痛、眼皮红肿、分泌物增
多、怕光、流泪、双眼充血、甚至出现眼睑肿胀等。

传染性结膜炎是通过接触传染的眼病，如接触患者用过的毛
巾、洗脸用具、水龙头、门把、游泳池的水、公用的玩具等，
注意卫生是预防的重点。

7、水痘



水痘的传染性很强，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其典型临
床表现是中低等发热，很快成批出现红色斑丘疹，迅速发展
为清亮的卵圆形的小水疱，24小时后水疱变浑浊，易破溃，
然后从中心干缩，迅速结痂。临床上往往丘疹、水疱疹、结
痂同时存在，呈向心性分布，即先躯干，继头面、四肢，而
手足较少，且瘙痒感重。

预防夏季传染病的办法

当然夏季常见流行病还有很多，例如流脑，风疹等等，不同
的传染病治疗不同，但是基本的预防措施是相似的，在日常
生活中我园已加强了晨、午检工作，坚持教室每天开门、开
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并进行预防性消毒。为确保孩
子身体健康，我们诚恳地希望您能配合做好以下工作：

一、晨晚检工作

二、家园配合

家长在家时注意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感冒、发烧、
咳嗽、头疼、乏力、出疹、嘴巴肿痛等现象，请及时带孩子
去医院就诊；如确诊为传染病，切不可隐瞒，及时和班级老
师联系说明情况。

幼儿在家时，也要注意洗手卫生情况，需要用肥皂和清水认
真洗手。

三、预防为主

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保证充足睡眠，多喝水，多吃蔬
菜水果，增强机体免疫能力，近期尽量做到少出京，不出京，
尽量避免到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做好幼儿的预防接种工作。

四、携手共进



只要我们家园配合，重视预防工作，做到早发现、早隔离、
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有效的防止传染病的流行。

希望各位家长都能注意平时的预防工作，防范于未然永远是
最好的方式。xx幼教老山东里幼儿园愿与您共筑一道健康屏障，
祝愿孩子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

幼儿夏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帮助幼儿懂得有关传染病的常识和预防措施。

2、培养幼儿预防传染病，增进健康的意识和行为。

3、了解主要症状，懂得预防和治疗的自我保护意识。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初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活动准备：

1、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2、一些有关于传染病的图片。

3、红眼咪咪的故事。

活动过程：

一、以故事引出活动。

1、教师有表情的讲述故事。



2、讲完故事后提问：

教师小结：原来咪咪的眼睛进沙子了，他用脏脏的小手去揉
眼睛了结果眼睛发炎了，变红了，得了红眼病，红眼病是一
种很强的传染病，所以红眼病传染给了妈妈!

3、引导幼儿讨论避免传染病的方法。

师：红眼病会传染给别人，那我们要怎么样预防自己不得红
眼病呢?

教师小结：我们要记住不要用脏的小手去揉眼睛，用干净的
毛巾去擦。如果得了红眼病，应在家休息，避免和别人接触，
等病好了才能上幼儿园。得了红眼病后要及时到医院治疗，
点眼药水，用干净的手帕擦眼泪，不到公共场所去。

二、讨论其他的传染病。

1、讨论其他的传染病。

2、讨论该如何去抚养传染病。

(教师播放一些图片，引导幼儿仔细认真观看)

教师小结：我们生活中应该要多通风，勤洗手，不要去人多
的地方，要去人多的地方的话，我们也带上一个口罩，我们
还要注意自己的卫生。

三、教师总结。结束活动。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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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重、难点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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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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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1、大眼睛胸饰两个;红色颜料

2、教学ppt。

活动过程

1、活动导入：出示课件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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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活动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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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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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掌握预防方法。

教学重点：

呼吸道传染病和腮腺炎的预防。

教学难点：

了解传播途径。

教学用具：

《学校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控制》视频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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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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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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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1、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2、每组一张 4 开白纸，一盒水彩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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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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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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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夏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教案篇三

01

“事”出有因

夏季为何易患肠胃病



气候因素：夏季天气炎热潮湿，各种细菌病毒数量远远高于
其他季节。因此，孩子接触的餐具和食物很容易受到细菌污
染。

饮食因素：不少家长为了给孩子消暑，冰凉饮料、生冷瓜果
轮番上阵。饮食不忌口，这些小细节都会导致婴幼儿受到肠
道疾病的威胁，引发胃肠道疾病。

身体因素：本身孩子的肠胃发育就不太成熟。外加夏天温度
高，孩子出汗多，胃肠道消化液分泌不足，这样一来宝宝胃
肠道中的消化酶就比成人分泌的少，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导致宝宝腹泻、拉肚子等情况发生。

02

幼儿预防胃肠道疾病

保健知识指南

一、健康饮水

足量饮水

夏天天气炎热，儿童好动，极易出汗，此时应保证儿童足量
饮水。推荐饮水量为1000~1500毫升每日，盛夏季节家长可根
据儿童活动量适当增加。

少量多次喝水

喝水需少量、多次，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加重肠胃负担，使胃
液稀释，既降低了胃酸的杀菌作用，又会妨碍对食物的消化。
提醒孩子定时饮用，不要等宝宝感到一分口渴时才让其喝水。
此外，幼儿还应多饮用白开水。



二、把好”病从口入“关

保证食物新鲜清洁

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预防幼儿胃肠疾病的关键是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要特
别注意卫生。吃瓜果要洗净去皮，蔬菜要洗净，并加少量蒜
泥、醋，既能增加食欲，促进消化，又能灭菌解毒。生熟刀
砧、案板须分开，外购熟食宜加工、加热后食用。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小儿照看人卫生差，饭前不用肥皂
洗手是夏季儿童患感染性腹泻的首要原因。因此，儿童看护
者应注意个人卫生，看护人和儿童在餐前便后都应用肥皂充
分清洁双手，流水洗碗，成人餐具和儿童餐具分开保管，生
熟刀、砧板、盛放容器要分开。

合理食物分类储存

夏季气温高，食物特别容易变质，滋生各种细菌，不要给儿
童吃生或半生的各类食品尽量即买即食。不要把冰箱当“保
险箱”，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李斯特菌等在冰箱里
依然很活跃，它们会在冰箱里大量繁殖并加速食物变质。应
根据不同食物的冷藏/冷冻保鲜时间及时取出烹调食用，切忌
生熟混放。

三、定时定量

规律进食

定时定量进餐

正常儿童每3-4小时胃内容物要排空、血糖要下降，就会产生
食欲。如果吃饭不定时，饭前吃零食或者糖果，胃内总有东



西、血糖不下降，就会食欲下降。因此家长保证定时进餐，
每天不少于3次正餐和两次加餐。加餐以奶类、水果为主，不
随意改变进餐时间和量。

不可过量冷饮冷食

为了解暑，一些孩子会错误的摄入过多的冷饮。幼儿胃肠功
能较弱，冷饮刺激肠胃血管突然收缩，胃液分泌减少，消化
功能降低，从而引起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泻，甚至引起
胃部痉挛，出现剧烈腹痛现象。因此，儿童夏季解暑可选择
自制绿豆汤、银耳汤，但注意要少加糖，尽可能不要让孩子
吃冷饮。

四、饮食种类多样

烹调方式多样

种类丰富

食物种类丰富，有利于营养均衡，防止出现营养不良。食物
多样化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通过食物互补实现膳食平衡。预
防挑食偏食，通过接触各种食物，避免儿童因不熟悉某食物
而拒绝进食。因此，家长应多在食物的准备上下功夫，提供
种类丰富的食物。

烹调讲究

尽可能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在外形上采用颜色鲜艳的蔬菜，
造型可爱的菜式会让孩子更有兴趣，例如用红豆、红枣、南
瓜可以做各色花粥，容易入口又有营养，比白粥更能激发食
欲。在做菜时家长应兼顾宝宝对饮食色香味及营养的需求，
不要只注重自己口味或者只给宝宝喜欢的食物，减少油炸、
烧烤等烹调方式，少用饱和脂肪较多的油脂，控制食盐用量，
可选择香油、醋、芝麻等进行调味，既能增加食物的口感又



能减少食盐的摄入。

夏季是肠道传染病高发期，只要爸爸妈妈积极重视预防，做
到饮食卫生、科学膳食，就可以有效阻断肠道病毒的传播，
相信在家园的共同努力下，育华宝贝都可以拥有一个强壮的
体魄，健康安全快乐的度过这个夏天！

幼儿夏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教案篇四

夏季来临了

随着气温的升高

细菌、病毒等各种病原体更容易滋生、繁殖

同时这段时间气温波动较大

幼儿由于免疫力低下

体温调节功能差

很容易染上病毒

让我们家园合力

全面了解和掌握传染病预防知识

为宝贝筑牢健康成长的防御墙吧！

幼儿园夏季传染病：感冒

夏季高温，室内一般都会开空调降温，然而享受空调带来的
凉爽，也存在弊病，室外高温与室内低温这个温度差，很容
易使得小孩子感冒。



预防知识：

1、勤洗手：洗手是最简单的预防感冒的方式，而且确实有效，
需用香皂或洗手液洗手30秒钟以上，然后用清水冲干净。保
持良好的洗手习惯，孩子的患感冒的机会将减少50%以上。

2、打喷嚏时捂住口鼻：每打一个喷嚏，将有数百万的细菌喷
射到空气中。

生活小常识：为了健康和有礼貌，打喷嚏时请用手或纸捂住。

3、及时增减衣物：我们都具备这样的常识，即天冷时给孩子
多穿一件衣服。在天气多变的季节，即时增添衣物也是有效
预防感冒的措施。

4、病人不要亲孩子：生病的人请不要亲孩子，有些细菌是通
过亲吻可以传播的，如引起喉咙感染的链球菌。

手足口病病原体

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的肠道传染病，以手、足皮肤疱疹和口
腔粘膜溃疡为主要特征，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尤以3岁以
下年龄组发病最多。

1、一般家庭的预防

预防手足口病的关键是注意家庭及周围环境卫生，讲究个人
卫生。

（1）饭前便后、外出后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

（2）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居室要经常通风；要勤晒
衣被。

（3）流行期间不带孩子到人群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



要避免接触患病儿童。

（4）流行期可每天晨起检查孩子皮肤（主要是手心、脚心）
和口腔有没有异常，注意孩子体温的变化。

2、家里孩子感染后要注意

（1）当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出现发烧、皮疹等症状时，应及
时去医院就诊。根据医生诊断和建议，决定是否留家治疗或
住院治疗。

（2）当孩子被诊断为手足口病后应暂停去幼儿园和学校，避
免传染给他人和防止再感染其他疾病。

（3）对留家治疗的患儿家长应按照医嘱，按时服药；注意护
理，保持皮肤清洁，防止疱疹破后引起的细菌感染。

（4）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一旦发现患儿的病情加重，
应及时送医院救治。

（5）奶嘴、奶瓶、餐具、毛巾等物品煮沸3分钟；污染的玩
具、桌椅和衣物等使用消毒剂每天清洗；孩子的痰、唾液和
粪便、擦拭用纸等倒入适量消毒剂，搅拌消毒后再丢入厕所。

（6）衣被要阳光曝晒，室内定期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什么是登革热？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埃及伊蚊
或白纹伊蚊叮咬传播。夏秋季是登革热的高发季节。

如果怀疑自己被蚊子叮咬，一旦出现发热、头疼、关节痛等
症状，请及时去医院就诊，以便早期诊断治疗，避免引起重
症。



登革热的主要症状是怎样的？

1、突发高热：一两天内体温升高到39℃至40℃，高热常持续
一周不退；

2、体痛：感到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和骨骼痛，整个人觉
得很疲乏；

3、发红：脸部、颈部、胸部及四肢皮肤发红，貌似“酒醉
状”，甚至出现眼结膜充血、浅表淋巴结肿大、牙龈等无端
出血等。

4、皮疹：以麻疹样和出血性皮疹为主，不高出皮肤。

减少与蚊子接触的机会

1、家庭可安装蚊帐、纱门、纱窗等；适时使用蚊香、电子驱
蚊器、电蚊拍、防蚊灯等装备，还可以用杀虫喷雾剂对房间
实施灭蚊处理。

2、避免在蚊子活动高峰期在树荫、草丛、凉亭、垃圾站等地
方逗留。

3、外出时可穿长袖衣裤，在皮肤裸露部位涂抹驱避剂。

4、必须前往蚊子密度较高的场所时可现场喷洒灭蚊剂

如何预防登革热

消除或破坏蚊虫孳生地

1、排干房前屋后及屋顶、沟渠死水，疏通下水道，污水井加
盖，平洼填坑，堵塞树洞。

2、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缸、罐、废旧轮胎、啤酒瓶、竹筒、



陶瓷器皿等积水容器。

3、家庭用的水缸或水箱加盖，以防蚊子进入。

4、防止垃圾堆积，将垃圾放入密闭塑料袋并放入密闭容器中。

5、家养水生植物应每隔3天至5天换水洗瓶、清洗根须，并注
意容器的清洗，容器底部不要留有积水。

什么是流感？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
感染，也是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疾病。该病是由流
感病毒引起，可分为甲（a）、乙（b）、丙（c）三型。根据疾控
部门统计，今年入冬以来，流行的以乙型流感病毒为主。

发烧

眼部表现

很多孩子还会流泪、有眼屎或眼睛稍充血等。出现这些表现
时，别以为只是结膜炎。更不要把这些异常归为「上火」。

鼻炎症状

搓鼻子；打喷嚏；流鼻涕，如果不多则易成为「鼻屎」；鼻
塞，小孩子可能会表现为哭闹、呼哧声、张口呼吸或打呼噜
等。

喉咙不舒服

大孩子会说喉咙干、痒、痛，而小孩子可能表现为比较哭闹
或者怕吃东西，尤其是固体类食物。

咳嗽



多为阵发性，不是咳个不停。每次咳嗽声数可能不是很多，
但会比较频繁。同时多是干咳。

其他不适

大孩子会说全身肌肉、关节酸痛、乏力。小孩子多为容易哭
闹、粘人。

如何预防？

养成良好的个人习惯

1、开窗通风

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家里，都要注意加强室内空气流通，勤
开窗，开窗换气30分钟，每天1-2次。

2、勤洗手

要勤洗手，无论是饭前便后，还是待人接物后，特别是在接
触禽、蛋等东西后，一定要用消毒液、洗手液，五指交叉，
活水洗手。

3、喷嚏咳嗽要注意

无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在家中密闭空间，当要打喷嚏、咳
嗽时，要用纸巾或手帕掩住口鼻，以免通过飞沫传播病菌。

4、戴口罩

如果要外出，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戴上口罩还是有一定
的预防病毒传染的好方法。特别是疫情期间，戴口罩更是重
中之重。对于某些特殊人群，需要清理死禽或者禽类粪便，
则强烈建议戴手套以及口罩后处理。



诺如病毒

1、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是由诺如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胃肠道疾
病，具有发病急、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等特点。

2、感染者发病突然，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腹泻、腹痛、
发热等。儿童患者呕吐普遍，成人患者腹泻为多。本病病程
较短，一般为2-3天，病情多呈自限，预后良好。

3、诺如病毒传染源主要为患者和隐性感染者，感染者可通过
呕吐、粪便排泄等方式大量排出病毒，还可通过附着于气溶
胶颗粒而传播。在餐馆、医院、学校、幼儿园、疗养院等环
境，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可通过粪口途径、吸入或摄入混有病
毒颗粒的气溶胶引起。

4、如果患者出现呕吐、腹泻症状，需及时就医及时治疗，并
隔离至症状消失后72小时。呕吐物须用浸泡含氯消毒液的抹
布完全覆盖后及时规范清理消毒，清理前须疏散人群，避免
产生气溶胶造成传播。被患者呕吐物或粪便污染的地面或物
品应及时用含氯消毒剂或其他有效消毒剂清洗消毒，被污染
的衣物或床单等应立即脱掉和清洗，清理人员须做好个人防
护，并在清洗后认真洗手，避免造成传播。

疱疹性咽峡炎

1、什么是疱疹性咽峡炎？

疱疹性咽峡炎是柯萨奇a组病毒所致，好发于夏季，它是常见
的一种具有流行性的病毒性咽炎。临床特征为骤起高热伴有
咽喉痛、头痛、厌食，并常有颈，腹和四肢疼痛。

2、疱疹性咽峡炎病程表现：

（1）潜伏期2-7天，患儿没有任何症状，但体内病毒在大量



复制。

（2）前驱期1-2天，突然持续高热或反复高热38℃-40℃，并
伴有咽喉红肿、食欲不振等症状。

（3）水疱期2―3天，除高烧外，口腔上腭粘膜出现水疱。

（4）溃疡期，低烧或退烧，但也到了患儿最痛苦的时期，因
溃疡疼痛出现流口水甚至拒食的现象。

3、疱疹性咽峡炎预防措施有哪些？

（1）在疱疹性咽峡炎高发的季节，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如果
真的要去，就一定要戴口罩，以预防他人传染给自身，导致
自身的身体出现问题。而这个时候如果身体出现发热、出疹
等现象，则要及时的就医进行治疗，以预防传染给他人。

（2）多注意身体的锻炼，可以有效的促进身体的循环代谢，
也可以有效的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等，也就可以预防
身体出现问题，保证身体的健康。

（3）控制自身的饮食，如多食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高
营养和高蛋白的饮食等，这样可以补充身体的营养，增强个
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就可以预防该疾病的出现。而且还
应该注意避免饮用生水、生冷的食物等，也才可以预防病菌
的入侵，避免身体出现问题。

（4）多注意个人卫生，如出门回家要注意洗手，以避免将细
菌带回家。而且也应该多注意便后勤洗手，避免粪便中细菌
残留在手中，以预防身体出现问题。

麻疹

1、什么是麻疹？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是传染性最强
的传染病之一。麻疹病人是唯一的传染源，病毒可经飞沫传
播或直接接触感染者的鼻咽分泌物传播，人群普遍易感。

2、麻疹的临床表现有哪些？

麻疹主要症状表现为发热，体温达39-40℃，可伴有流涕、喷
嚏、咳嗽、流泪、畏光，眼结膜炎等症状。在发热2-5天后出
现玫瑰色丘疹，自耳后、发际、前额、面、颈部开始自上而
下波及躯干和四肢、手掌足底。皮疹出齐后，依出疹顺序逐
渐隐退，色变暗，有色素沉着及糠皮样脱屑，2-3周消退。疹
退同时体温也下降到正常，病情自愈。麻疹常见的并发症有
肺炎、喉炎、中耳炎、脑炎，其中以肺炎常见。并发症是引
起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严重危害儿童健康。

3、麻疹的预防措施有哪些？

（2）尽量不要带儿童到人流密集和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
比如超市、医院、商场等，尽可能的降低接触麻疹病毒的可
能性。

（3）要经常对衣物和被子进行消毒，室内要保持通风。餐前
便后要认真洗手，进行合理的饮食和体育锻炼，增强免疫力
和抵抗力。

（4）如果与麻疹患者接触过，要注意观察儿童身体状况，一
旦发生咳嗽和发烧等症状，要尽快就诊。

水痘病原体

1、什么是水痘？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通过呼吸
道传播，好发于冬春季节，幼儿园、学校、工厂等人员密集



集体场所容易发生局部暴发流行。

2、水痘的有哪些症状？

水痘的平均潜伏期14天。病初症状较轻，可出现微热，全身
不适。皮疹首先发于躯干，逐渐延及头面部和四肢。初起为
红色小丘疹，数小时后变成绿豆大小的水疱，周围绕以红晕。
水疱初呈清澈的水珠状，壁薄易破，伴有瘙痒，经2-3天而干
燥结痂，以后痂脱而愈，不留疤痕，病程约2-3周。

3、水痘的预防措施有哪些？

（1）预防水痘的最好办法是接种水痘疫苗，我省目前推荐2
针次疫苗免疫，即儿童满1岁时接种第1针，4-6岁时接种第2
针，可预防水痘的发病。

（2）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做到勤洗手，以免传染病交叉感染。

（3）人员密集的场所要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环境整洁，空气
流通；平时少带幼儿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避免与水痘患
儿接触，减少感染机会。

（4）如果出现畏寒、食欲不振、低热、头痛，皮肤黏膜上分
批出现斑疹、丘疹等症状，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水
痘传染期为出疹前2天到褪去全部结痂，一旦确认是水痘，需
要住院或在家隔离至全部结痂干燥褪去，隔离期间不要到人
群密集场所，防止传染他人。

小朋友一旦有不舒服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及时去最近的医院咨询就医哦！



幼儿夏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教案篇五

夏至已经到来，迎来了我们最爱的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也
是各种细菌、病毒，生长繁殖的高发期。

孩子抵抗力弱，容易受到病菌的侵袭，近期很多幼儿生病请
假，为了能保证幼儿的健康，能够让孩子顺利适应夏季环境，
请家长仔细阅读这份夏季幼儿传染病防治指南，用心呵护幼
儿安全度夏。

夏季常见幼儿传染病

1、夏季感冒

主要症状：孩子由于自身集体防御功能不完善，因而很容易
被感染，甚至是重复感染，在人多的场所也容易导致交叉感
染。夏季的伤风感冒通常伴随鼻塞、流清涕、打喷嚏、咳嗽、
发热以及乏力等症状。

预防知识：室内保持通风，保证空气新鲜流通，避免去人群
密集场所。注意饮食，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瓜果，保证
充足的睡眠，注意多让孩子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自身的
免疫力。

2、肠胃炎

细菌型肠胃炎主要症状包括水泻、腹痛、呕吐，发烧时间会
比病毒型久，拉的便便呈黏液状，或出现血丝便，有时会有
腥臭味。

预防知识：

1、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购买活禽、不自行宰杀活禽；
烹饪水产品、生肉食材等必须加热至熟透后再吃。



2、随时保持手卫生：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和部位；
从公共场所返回、咳嗽用手遮蔽后、饭前便后要洗手或者进
行手消毒。

3、提高自身抗病能力：加强锻炼，均衡饮食，劳逸结合，如
有吐泻严重症状时，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3、传染性结膜炎

主要症状：传染性结膜炎常常突然出现眼部烧灼感，疼痛、
眼皮红肿、分泌物增多、怕光、流泪、双眼充血、甚至出现
眼睑肿胀等。传染性结膜炎是通过接触传染的眼病，如接触
患者用过的毛巾、洗脸用具、水龙头、门把、游泳池的水、
公用的玩具等。

预防知识：要注意小孩的个人卫生，不要用脏手去揉眼睛，
特别是手上有口水或者是鼻涕的更不要让小孩去揉眼睛，要
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给小孩准备自己的毛巾，不要和别人
混着用。在结膜炎流行期间，尽量不要带小孩到游泳池等公
共场所。如孩子患有眼结膜炎，洗脸的时候一定是要用冷水
洗，不要用温水和热水洗。

4、疱疹性咽峡炎

主要症状：儿童疱疹咽峡炎常见于1-7岁儿童，是由肠道病毒
引起的，夏季为高发季节。其粪口、呼吸道为主要传播途径，
感染性较强，而且传播速度较快，所以常常会引起游玩的孩
子一同发病。除了咽峡部疱疹外，常常伴有高热、咽痛、头
痛、颌下淋巴结肿大或压痛等。

预防知识：经常开窗通风，勤洗手，注意劳逸结合，防止受
冷，进行饮食调养，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宜，及时就医。

5、手足口病



主要症状：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多发传染病，以婴幼儿发病
为主，多种肠道病毒都能引起，一般全年均有发生，5-7月为
高发期。手足口病一般症状较轻，大多数患者发病时，往往
先出现发烧症状，手掌心、脚掌心出现斑丘疹和疱疹(疹子周
围可发红)，口腔黏膜出现疱疹或溃疡，部分患者可伴有咳嗽、
流涕、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和头疼等症状。

预防知识：预防手足口病必须注意个人卫生，要注意居室内
空气流通、温度适宜，多饮白开水或清凉饮料，多吃新鲜蔬
菜和瓜果；彻底清洗消毒儿童的玩具或其他用品。手足口病
流行时，家长尽量少让孩子到公共场所，减少被感染机会。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一种儿童常见传染病。

幼儿园预防措施

为了保障孩子的安全，给孩子营造一个安全卫生良好的生活
学习环境，我园对日常的卫生消毒工作高度重视。每天的消
毒工作必不可少！

每天早晨老师们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开窗通风，保证孩子们
进教室后有流通新鲜的空气。

饭前便后组织孩子洗手，避免细菌从口传入。

离园结束老师会对室内的桌椅柜子、饮水机、门把手等幼儿
每天能接触到地方用84消毒液稀释进行擦拭消毒，预防疾病
的传染。

家长们这样做

在家我们可以这样来预防，减少孩子被传染的几率：

多喝白开水少吃冷饮。



绿色蔬菜经充分浸泡，洗净煮透后才能食用。

由于天气炎热，食品容易变质。因此尽量不要吃隔夜隔顿菜，
凉拌食物尤其要注意饮食卫生的安全。

养成餐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尽量少去公共场所和人群较为拥
挤的地方。

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畅。室内避免一直使用空调，
以防“空调病”。

严格按照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程序按时注射疫苗，提高对传染
病的免疫力，以预防传染病。

家园共育

发烧37。3℃以上的幼儿需居家休息观察。

晨检时，配合保健医检查，如发现口腔有疱疹、眼部红肿、
结膜红肿的幼儿，需居家休息观察。

患有疑似或传染病幼儿，应积极就医居家隔离休息。

计划免疫及时接种。（除过敏性体质等特殊幼儿不能接种者）

幼儿注意卫生的养成。家庭普及“七部洗手法”及时纠正揉
眼、吸手指等不良习惯；做好家庭中的环境卫生、空气流通、
饮食卫生。

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习惯。夏季以清淡饮食为主，减少冷饮，
减少外出进餐。

虽然夏季传染病种类繁多，但只要我们做好防控工作早发现、
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有效阻断传染病的流行与传
播。让我们共同努力，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夏天！



幼儿夏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教案篇六

亲爱的家长朋友：

您好！春、夏季是传染性疾病的多发季节，6岁以下幼儿为高
发人群。常见的传染性疾病包括：流行性感冒、水痘、腮腺
炎、风疹、手足口病等。这些传染病大多都是呼吸道传染病，
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
因此，家长们一定要对春、夏季常见的传染病及其预防措施
做个简单了解。

夏季常见的儿童传染病有哪些？

1、麻疹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儿童常见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之一，
传染性很强。有发热、咳嗽、流涕、流泪、咽部充血等症状。

2、疱疹性咽峡炎

儿童疱疹咽峡炎常见于1-7岁儿童，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夏
季为高发季节。其主要传播途径除了粪-口途径或呼吸道为主
要传播途径，感染性较强，而且传播速度较快，所以常常会
引起同游玩的孩子一同发病。除了咽峡部疱疹外，常常伴有
高热、咽痛、头痛、颌下淋巴结肿大或压痛等。

3、细菌性痢疾

细菌性痢疾解便常常夹杂粘液、甚至脓血，便意急切，解便
后又始终觉得没有解干净，部分病例可出现发热等症状。主
要表现为为直肠、乙状结肠的炎症与溃疡。该病有反复感染
风险。

4、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多发传染病，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多种
肠道病毒都能引起，一般全年均有发生，5-7月为高发期。手
足口病一般症状较轻，大多数患者发病时，往往先出现发烧
症状，手掌心、脚掌心出现斑丘疹和疱疹(疹子周围可发红)，
口腔黏膜出现疱疹和/或溃疡，疼痛明显。部分患者可伴有咳
嗽、流涕、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和头疼等症状。少数患者
病情较重，可并发脑炎、脑膜炎、心肌炎、肺炎等。

5、传染性结膜炎

该病常常突然出现眼部烧灼感，疼痛、眼皮红肿、分泌物增
多、怕光、流泪、双眼充血、甚至出现眼睑肿胀等。

传染性结膜炎是通过接触传染的眼病，如接触患者用过的毛
巾、洗脸用具、水龙头、门把、游泳池的水、公用的玩具等，
注意卫生是预防的重点。

6、水痘

水痘的传染性很强，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其典型临
床表现是中低等发热，很快成批出现红色斑丘疹，迅速发展
为清亮的卵圆形的小水疱，24小时后水疱变浑浊，易破溃，
然后从中心干缩，迅速结痂。临床上往往丘疹、水疱疹、结
痂同时存在，呈向心性分布，即先躯干，继头面、四肢，而
手足较少，且瘙痒感重。

7、猩红热

临床以发热、咽峡炎、全身弥漫性猩红色皮疹和疹退后皮肤
脱屑为特征，患病宝宝的舌苔剥脱，舌乳头红肿，很像鲜红
的杨梅，故称它为“杨梅舌”，2-8岁的宝宝最容易感染，通
常在发病前24小时至疾病高峰期，传染性最强。

预防夏季传染病的办法



当然夏季常见流行病还有很多，例如流脑，风疹等等，不同
的传染病治疗不同，但是基本的预防措施是相似的，生活中
我们可以这样来预防，减少孩子被传染的几率：

1、常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流通；

2、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养成餐前便后洗手的习惯，不用手
揉眼，不随地吐痰，勤换衣，晒衣被。

3、传染病高发期，不易带幼儿去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
共场所，避免接触患病儿童。

4、患传染病居家治疗的幼儿避免与其他幼儿接触，以减少交
叉感染，父母要及时对幼儿的衣物进行晾晒或消毒。

7、幼儿出现发热、出疹等相关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幼儿夏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教案篇七

亲爱的家长朋友：

夏季是传染性疾病的多发季节，6岁以下幼儿为高发人群。常
见的传染性疾病包括：流行性感冒、水痘、腮腺炎、风疹、
手足口病等。这些传染病大多都是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空
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幼儿园是
孩子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旦出现传染疫情很容易传播，因此，
家长们一定要对夏季常见的传染病及其预防措施做个简单了
解。

夏季常见的儿童传染病有哪些？

1

麻疹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儿童常见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之一，
传染性很强。有发热、咳嗽、流涕、流泪、咽部充血等症状。

2

疱疹性咽峡炎

儿童疱疹咽峡炎常见于1-7岁儿童，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夏
季为高发季节。其主要传播途径除了粪-口途径或呼吸道为主
要传播途径，感染性较强，而且传播速度较快，所以常常会
引起同游玩的孩子一同发病。除了咽峡部疱疹外，常常伴有
高热、咽痛、头痛、颌下淋巴结肿大或压痛等。

3

细菌性痢疾

细菌性痢疾解便常常夹杂粘液、甚至脓血，便意急切，解便
后又始终觉得没有解干净，部分病例可出现发热等症状，这
种疾病常常会因为食物源引起，个别重症患儿病情发展快。

4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多发传染病，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多种
肠道病毒都能引起，一般全年均有发生，5-7月为高发期。手
足口病一般症状较轻，大多数患者发病时，往往先出现发烧
症状，手掌心、脚掌心出现斑丘疹和疱疹(疹子周围可发红)，
口腔黏膜出现疱疹和溃疡，疼痛明显。部分患者可伴有咳嗽、
流涕、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和头疼等症状。少数患者病情
较重，可并发脑炎、脑膜炎、心肌炎、肺炎等，如不及时治
疗可危及生命。



5

水痘

水痘的传染性很强，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其典型临
床表现是中低等发热，很快成批出现红色斑丘疹，迅速发展
为清亮的卵圆形的小水疱，24小时后水疱变浑浊，易破溃，
然后从中心干缩，迅速结痂。临床上往往丘疹、水疱疹、结
痂同时存在，呈向心性分布，即先躯干，继头面、四肢，而
手足较少，且瘙痒感重。

预防夏季传染病的办法

当然夏季常见流行病还有很多，例如流脑，风疹等等，不同
的传染病治疗不同，但是基本的预防措施是相似的，生活中
我们可以这样来预防，减少孩子被传染的几率：

1、常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流通；

5、随时根据天气变化穿衣，降低感冒几率；

夏季传染病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各位家长都能注意
平时的预防工作，防范于未然永远是最好的方式。

幼儿夏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教案篇八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如何预防春季春染病”。

春季来临，气温渐渐回升，自然界各种微生物也开始活跃起
来，正是传染性疾病的多发季节。春季传染病大多通过呼吸
道传播，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
径传播。学校人员密集，一旦发生传染病，极易传播流行。



因此，了解足够的春季传染病知识对于预防此类疾病的发生
和流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流行性感冒是春季的一种多发疾病，简称流感，由流感病毒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其流行传播
的机率很高。其症状有：发热、头痛、流涕、咽痛、干咳，
全身肌肉、关节酸痛不适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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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流行的三个基本环节为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
有大规模传染病发生的时候，切断三个基本环节中的任何一
个环节，即可有效的控制传染病的流行。然而，我们需要做
到以下几点：

1、不到人口密集、人员混杂、空气污染的场所去，如：农贸
市场、个体饮食店、游艺活动室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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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每天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尤其宿舍、电脑室、
教室等。

4、合理安排好作息，做到生活有规律；注意不要过度疲劳，
防止感冒，以及免抗病力下降。

5、不生吃各种海产品和肉食，及吃带皮水果，不喝生水。

6、注意个人卫生，不随便吐痰，打喷嚏。

7、发热或有其它不适及时就医；到医院就诊最好戴口罩，回
宿舍后洗手，避免交叉感染。

8、避免接触传染病人，尽量不到传染病流行疫区。



9、传染病人用过的物品及房间适当消毒，如日光下晾晒衣被，
房内门把手、桌面、地面用消毒剂喷洒、擦拭。

10、合理膳食，增加营养，要多饮水，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多到郊外、户外呼吸新鲜空气等。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