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预防艾滋病中班教案反思与评
价(汇总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
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预防艾滋病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一

现在正值春夏交替之际，加之近期我区天气时暖时寒，气温
波动频繁，正是水痘易发病时期，儿童一旦感染上水痘不仅
对身体造成伤害，而且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为了更好做
好水痘防控工作，近日，学校召开预防水痘专项会议。在会
上，学校负责安全卫生的老师向老师们再次详细讲解了水痘
的症状、病理和传染源等知识，针对如何预防和处理、落实
晨检、午检制度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讲解和要求。会
议还提出，全体老师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以对学生高度
负责的态度严格落实各项防控工作，层层落实责任，做到防
患于未然，在日常工作中切实落实“五早”要求：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早处理，对水痘疫情做出快速反
应。

学校利用主题班会、黑板报、微信公众平台和致家长的一封
信等形式进行健康安全教育和卫生科普教育，学校还积极鼓
励学生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自身体质，更加有效地预防疾
病的感染。相信在莼湖中心小学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孩
子们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成长。

你了解水痘吗？

1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初次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水痘潜伏期为12-21天，多为2周左右。初始表现为低热、全



身不适、食欲不振等症状。1-2天后开始出现皮疹，初为红色
斑丘疹或斑疹，数小时后变成椭圆形水滴样小疱疹，周围有
红晕，疱疹液起初透明，后变为混浊。皮疹陆续分批出现，
伴有瘙痒，先出现于躯干部，继而向面部及四肢扩展，四肢
末端较少。2～3天后，皮疹开始结痂，数天后痂皮脱落，一
般不留疤痕。

2主要发生在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成人发病症状比儿童更严
重。以发热及皮肤和黏膜成批出现周身性红色斑丘疹、疱疹、
痂疹为特征，皮疹呈向心性分布，主要发生在胸、腹、背，
四肢很少。

3冬春两季多发，其传染力强，水痘患者是惟一的传染源，自
发病前1～2天直至皮疹干燥结痂期均有传染性，接触或飞沫
吸入均可传染，易感儿发病率可达95%以上。

4该病为自限性疾病，一般不留瘢痕，如合并细菌感染会留瘢
痕，病后可获得终身免疫，有时病毒以静止状态存留于神经
节，多年后感染复发而出现带状疱疹。

注意事项

1注意消毒与清洁

2定时开窗通风

3如有发热及时退烧

4注意病情变化

5避免用手抓破疱疹

生活中预防：

减少接触，防止感染；



注意个人卫生，增强体质；

经常开装通风，保持空气清新；

开展宣传教育，及时掌握发病情况；

学校在行动

第一，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学校针对时下正是“水痘”高发
季节，对全校教师进行传染病预防的宣传教育。要求全体教
师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立足岗位，扎实工作。

第二，各班主任加强“晨检”工作，坚持落实“一看二摸三
问”的原则，要观察学生情绪和脸色状况；摸摸孩子的额头，
看看是否发烧；并将检查情况及时记录，以便针对问题及时
处理。

第三，认真做好教室通风工作。要求班主任保证教室门窗常
开通风，避免学生之间可能出现的交叉感染。并在每天放学
后对教室进行消毒。第四，认真做好传染病预防宣传教育工
作。要求班主任通过晨间谈话、放学一分钟教育等形式对学
生进行传染病预防的教育。一旦出现水痘症状，及时到医院
就诊，根据医生建议采取居家或住院隔离治疗，在治愈后凭
医院证明返校学习。

预防艾滋病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二

教学目标：

1.提高安全意识，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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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了解溺水安全的有关内容，要求每一个幼儿都要提高
安全意识。



3.自己能改变生活中不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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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学习溺水
安全的基本知识,培养有关防范力。

4.知道哪些地方存在危险，不能去玩耍。

5.增强安全意识，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危险的地方玩耍。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对，现在是夏季,天
气渐渐变得很热了,你们热了怎么办?可是今年有好几个小朋
友因为热就悄悄去河里、池塘里洗澡，你们想知道他们去洗
澡发生了什么事吗?告诉你们，今年涪陵有好几个小孩下河洗
澡被淹死了，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好可
怜，老师伤心，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很伤心。

二、防溺水教育小朋友们，我们怎样使自己不会发生溺水事
故呢? 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老师先向幼儿讲几点防溺水的知识要点(1)教育幼儿周
末、节假日、寒暑假严禁到江河、池塘、无盖的水井边等处
戏水、游泳。不能独自或结伴到池塘边钓鱼、游泳、玩水。

(2)教育幼儿在来园、离园的途中千万勿去玩水,下江游泳。

(3)我们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很多同学都不会游泳，如果发现
有幼儿不慎掉进江河、水库、池塘、水井里等，我们不能擅
自下水营救,应大声呼唤成年人前来相助或拨打"110"。

(二)、老师谈谈事例，并由幼儿扮演小品本学期××学校在
周末，几名幼儿到讲河边钓鱼玩，有两名幼儿不慎溺水死亡。
这个悲惨的事实告诉我们了什么?这几个同学违反了哪些安全
规则?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1)议一议：

这几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安全规则?

我们应如何遵守安全规则?

(2)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3)由这个事实谈谈我们的心得体会。

(三)、说一说说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三、小结：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懂得了什么?

教学反思：

活动前，我准备了相关图片，以直观图片让幼儿了解在水边
玩很危险以及如何避免溺水。导入活动时，我先用谈话的方
式引导：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才不会发生溺水事件;然后通过
出示不同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的溺水危险，逐图出示，让孩子
先讨论后回答，问孩子图中的小朋友做得对不对，应该注意
什么，该怎么做。简易的图画，简易的语言可以让幼儿更加
方便理解，加深印象。

(2)教师小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
希望你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
溺水安全原则的好习惯。

防溺水安全知识

一、预防溺水的措施：

1、应在成人带领下游泳，学会游泳;2、不要独自在河边、山



塘边玩耍;3、不去非游泳区游泳;4、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
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5、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
备活动，以防抽筋。

二、溺水时的自救方法：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
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飘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
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3、身体下沉时，可将
手掌向下压;4、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
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
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三、发现有人溺水时的救护方法：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
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若没有救护器材，可入水
直接救护。接近溺水者时要转动他的髋部，使其背向自己然
后拖运。拖运时通常采用侧泳或仰泳拖运法。特别强调：未
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
或利用救生器材呼救。救人也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

四、同伴溺水后如何急救?万一同伴发生溺水的情况后，切莫
贸然下水救人，应马上呼喊大人搭救。将溺水者搭救上岸后，
立刻撬开牙齿，清除口腔和鼻内的杂物，使呼吸道通畅;抢救
者屈膝，将病人俯卧于大腿上，头朝下，按压腹部迫使呼吸
道及胃内的水倒出，如溺水者呼吸和心跳均已停止，应头向
上做胸外心脏按摩和人工呼吸，同时急速送医院抢救。

五、岸上急救溺水者方法：

(三)结束请小朋友帮助幼儿园设计一些标志师：今天我们认
识了许多标志，知道了各种标志说明什么，见到它们时应怎
么办。但幼儿园里还有很多小朋友不懂得要注意安全，下面
请你们当一回"小小设计师"帮幼儿园设计一些标志，贴上去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活动时教师可先让幼儿分组讨论：幼儿园那些地方需要标



志?需要设计怎样的标志等问题，通过互相交流讨论，为后面
的设计作好铺垫)(四)活动延伸1、通过美术活动让幼儿画出
认识的标志;为幼儿园设计标志。

2、组织幼儿将画的好的安全标志贴在幼儿园适当的位置。

3、活动室内布置"安全标志记心中"专栏，日常生活中进行随
机教育。

4、家园互动，继续收集有关标志的图示或图片，帮幼儿丰富
安全知识。

5、家长带幼儿外出时，继续引导幼儿认识交通安全标志，并
教育幼儿平时应按标志要求去做。

活动反思

这一活动认识标记，讲安全，与传统的教学方式有所不同：
通过游戏形式来组织活动，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通过设计
标记，在操作过程中认真积极地思索，通过讨论能积极用语
言表达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或向老师提出自己感到困惑不解
的问题，幼儿主动参与 活动的情况在每个孩子身上表现不可
能一样，因此，教师要关于观察，了解每个孩子，根据每个
幼儿的不同特点，能上能下导他们主动参与活动。

预防艾滋病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故事，了解感冒病菌的传播途径。

2、能说出感冒的症状，知道一些预防感冒的方法。

3、懂得感冒了不怕打针吃药，做个勇敢的孩子。



活动准备：

ppt

活动过程：

1、出示口罩，这是什么？你们什么时候戴口罩？

2、出示小河马：他是谁？小河马和口罩发生了什么故事？
（讲述故事第一段）

师：故事中谁生病去看医生了？（小河马）熊医生给了他什
么？（口罩、一大包药）小河马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
情？（打了个打喷嚏，口罩飞过树梢不见了）

3、小河马的口罩不见了，又发生了什么事？（继续ppt）

4、小白兔在干什么？它捡起大口罩是怎么做的？（盛蘑菇）
在回家的路上它碰见了谁？（小羊和小鹿）它又是怎么做的？
（拿出蘑菇来给他们吃）小白兔回家后，把口罩扔出了窗外
谁看见了？（小松鼠）

5、小松鼠用这个口罩用它又干了什么？（做了吊床）（边说
边出示动物）

6、那为什么第二天医院门口的病人那么多呢？为什么小动物
最后都感冒了？

小结：因为感冒会传染，小河马的大口罩上有感冒病毒，别
的小动物捡到拿来用，就把病毒传染给它们了。对呀，我们
小朋友也要注意卫生，不能随便用别人用过的东西如：杯子、
毛巾、牙刷，那样容易传染疾病。

8、游戏：谁对谁不对。



老师带来了几幅图，小朋友观察一下，他们做的对吗？为什
么？

9：小河马：小朋友，你们能告诉我一些预防感冒的方法吗？
（幼儿讲述）

10：熊医生小结：我呀将小朋友讲的预防感冒的方法编成了
一首儿歌，你们听：勤洗手，多通风，人多不去凑热闹。多
喝水，睡眠足，瓜果蔬菜牛奶好。多做运动讲卫生，身体健
康不感冒。

故事：有一天，小河马得了重感冒，不停地打喷嚏。”阿嚏！
“小河马把自己家的窗户喷得老远老远，”看来我该去医院了
“。它来到医院看病，大熊医生说：”小河马，你得了重感
冒，把这瓶药带回家，每天都要按时服用，这个大口罩给你，
你要好好地戴在你的大嘴巴上“。

预防艾滋病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四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初步了解龋齿的原因及龋齿的危害。

2.教育幼儿牙齿是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知道保护它。

3.帮助幼儿树立保护身体健康的意识。

活动准备

1.电脑、录音机、动画软件。

2.小牙刷、茶杯。

3.对牙齿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



活动过程

1.猜迷，引出课题，复习牙齿的作用：

(1)猜谜语。

(2)出示牙齿模型，复习了解牙齿的作用。

小结：方方的牙齿可以切断食物，尖尖的牙齿可以撕拉食物，
扁扁厚厚的牙齿把食物磨碎。它们各有各的作用，可以帮助
我们把食物嚼碎，吸收有营养的食物，使我们的身体长的`健
康结实。

2.了解龋齿形成的原因及危害。

(1)看电脑动画，提问：东东的牙齿为什么会疼?

(2)边看边了解引起龋齿的原因。

a)吃了东西就去睡觉。

b)小细菌“小红脸、小蓝脸”在牙齿里住下做坏事。

c)牙齿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3)“小红脸、小蓝脸”有没有找过你们?引导幼儿结合经验
谈一谈自己得龋齿的感受。

(4)了解龋齿的危害。

小结：爱吃甜食，吃过东西就去睡觉，不爱刷牙的小朋友，
细菌就会在他的牙齿里住下来，把牙齿弄黑、弄坏，弄成小
洞。这样就不能很好地咀嚼食物，而且还很疼，影响我们吃
饭睡觉，说话也不清楚，牙齿也变得不好看了。



3.教育幼儿如何保护牙齿。

(1)怎样将“小红脸、小蓝脸”赶走?(念刷牙歌、教东东正确
的刷牙的方法)

(2)怎样才能不让它们再来?

：牙齿对我们很重要，我们要保护牙齿。每天早上和睡觉前
要刷牙，刷牙方法要正确，吃完饭要漱口，保持牙齿的清洁，
还要少吃甜食，这样才能赶走“小红脸、小蓝脸”这些小细
菌。如果牙齿有了小洞，要及时补起来，不要让小细菌再来。

活动建议

1.如果没有动画软件“小红脸、小蓝脸”，可以根据龋齿形
成的原因和危害编成童话故事，将腐蚀牙齿的细菌起名
为“小红脸、小蓝脸”，并将创编内容绘制成图片，让幼儿
边听边看，从中得到教育。

2.在幼儿进餐以后，组织幼儿漱口，并教会幼儿漱口的正确
方法。

3.建议家长提醒自己的孩子在每天睡觉前，起床后刷牙，并
督促进孩子用正确的方法刷牙。

4.在日常生活中，提醒孩子少吃甜食。多用牙齿咀嚼食物，
锻炼我们的牙齿，让它们变得更坚硬。

文档为doc格式

预防艾滋病中班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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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一些保持身体各部位整洁卫生的方法。

4、初步了解预防疾病的方法。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活动准备

各种传染病的图片、红眼咪咪的故事。

活动过程

（一）以故事引出活动

师：今天邱老师带来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想和小朋友们一起
分享，请你们认真听，听完了故事，我还要你们来回答我的
小问题呢？。

1、讲完故事后提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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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讨论其它的传染病

2、讨论该如何去预防传染病

师：传染病真是可怕！而且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存在着传
染病，我们所示都可能得传染病！那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呢？
（教师播放一些图片，引导幼儿仔细认真观看）



（三）教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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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反思

常见传染病积极预防常识，通常情况下要告诉幼儿知道常见
的几种传染病，了解传染病的三个基本环节，更好的进行传
染病的预防，具有预防传染病的意识，初步建立预防传染病
的正确观点。

要让幼儿知道传染病的特点积极预防方法，传染病流行的三
个环节及预防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