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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教育传染病的预防与应对

              

主备

人

备课

成员

教学

内容

教材章节：初中综合实践活动九年级第二学期沪科版（贵州专用）第 5 章第 2 节“传染病的预

防与应对”。
内容主要包括：

1.



 传染病的定义及特点；

2. 常见传染病的类型及传播途径；

3. 传染病的预防措施；

4. 传染病疫情应对方法；

5. 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核心

素养

目标

二、核心素养目标

1. 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通过了解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增强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

2. 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使学生能够自觉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3.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会关爱他人，积极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

4. 培养学生的合作与沟通能力，在团队合作中共同探讨传染病的预防和应对策略；

5. 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传染病相关信息，增强判断和选择能力。

学习

者分

析

1. 学生已经掌握了哪些相关知识：

学生在八年级的科学课程中已经学习了基本的生物学知识，包括微生物、人体免疫系统等，

对传染病的概念有初步的认识。此外，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已经接触过一些关于传染病预

防的知识。

2. 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

九年级的学生对身边的健康问题具有较强的兴趣，对于传染病这种可能直接影响自身健康的

话题，他们通常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和学习积极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偏好通过案例学

习、小组讨论和实践活动来获取知识，他们具备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学生可能在理解传染病的传播机制、预防措施的具体实施以及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这些知

识方面遇到困难。此外，由于传染病相关知识的专业性较强，学生可能在理解专业术语和概

念时感到挑战。在实践活动中，学生可能需要克服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和挑战，如如何有效进

行手部卫生、如何正确佩戴口罩等。

学具

准备
多媒体

课型 新授课 教法学法 讲授法 课时 第一课时

步骤 师生互动设计 二次备课

教学

资源

1. 软硬件资源：多媒体投影仪、电脑、音响设备

2. 课程平台：校园网络学习平台

3. 信息化资源：在线教学视频、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 PPT 演示文稿

4. 教学手段：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互动问答、实践操作演示 

教学

过程

设计

1. 导入新课（5 分钟）

目标：



 引起学生对传染病预防与应对的兴趣，激发其探索欲望。

过程：

开场提问：“你们知道传染病是什么吗？它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展示一些关于传染病的图片或视频片段，如流感病毒传播过程，让学生初

步感受传染病的危害。

简短介绍传染病的基本概念、危害及预防的重要性，为接下来的学习打下

基础。

2. 传染病基础知识讲解（10 分钟）

目标： 让学生了解传染病的基本概念、组成部分和原理。

过程：

讲解传染病的定义，包括其主要特征和分类。

详细介绍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感染源、易感人群等组成部分，使用图表或

示意图帮助学生理解。

3. 传染病案例分析（20 分钟）

目标： 通过具体案例，让学生深入了解传染病的特性和重要性。

过程：

选择几个典型的传染病案例进行分析，如新冠病毒、流感等。

详细介绍每个案例的背景、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和应对策略，让学生全面

了解传染病的多样性或复杂性。

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案例对实际生活或学习的影响，以及如何应用传染病预

防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小组讨论：让学生分组讨论传染病的未来发展或改进方向，并提出创新性

的想法或建议。

4. 学生小组讨论（10 分钟）

目标： 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过程：

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选择一个与传染病预防相关的主题进行深入讨

论，如学校传染病防控措施。

小组内讨论该主题的现状、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每组选出一名代表，准备向全班展示讨论成果。

5. 课堂展示与点评（15 分钟）

目标： 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同时加深全班对传染病预防的认识和理解

。

过程：

各组代表依次上台展示讨论成果，包括主题的现状、挑战及解决方案。

其他学生和教师对展示内容进行提问和点评，促进互动交流。

教师总结各组的亮点和不足，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和改进方向。

6. 课堂小结（5 分钟）

目标：



 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强调传染病预防的重要性和意义。

过程：

简要回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包括传染病的基本概念、组成部分、案例分

析等。

强调传染病预防在现实生活或学习中的价值和作用，鼓励学生进一步探索

和应用传染病预防知识。

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撰写一篇关于传染病预防的短文或报告，以巩固学

习效果。

教学

资源

拓展

1. 拓展资源：

- 传染病历史案例：介绍历史上重大传染病事件，如黑死病、天花、霍乱

等，以及人类如何逐步认识并控制这些疾病的过程。

- 传染病预防措施：详细讲解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如正确洗手、佩戴口

罩、健康饮食等，以及公共卫生措施，如疫苗接种、隔离治疗等。

- 传染病与心理健康：探讨传染病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疫

情期间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 传染病与法律法规：介绍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

- 传染病防控最新动态：分享国内外传染病防控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

如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进展。

2. 拓展建议：

- 鼓励学生阅读相关的历史书籍和科普文章，了解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

响以及科学的发展过程。

- 让学生参与角色扮演活动，模拟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不同角色，如医生、

患者、政府官员等，以加深对传染病预防和应对的理解。

- 建议学生在家中尝试制作简单的传染病传播模型，如使用棋盘游戏模拟

病毒的传播过程，以直观地理解传染病的传播机制。

- 鼓励学生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健康教育活动，如防疫知识竞赛、健康

生活方式宣传周等。

- 建议学生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官方渠道发布的传染病防控信息，

了解最新的防控政策和措施。

- 指导学生如何从正规渠道获取科学、准确的传染病信息，避免相信和传

播不实信息。

- 鼓励学生撰写关于传染病防控的小论文或心得体会，分享自己的学习和

思考。

- 建议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如社区防疫宣传、疫苗接种

协助等，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

教学

评价

与反

馈

1. 课堂表现：

- 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包括提问、回答问题和互动交流的积极程

度。

- 记录学生在课堂活动中表现出的合作精神、探究意识和批判性思维。

- 评估学生对传染病预防与应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2. 小组讨论成果展示：

- 评价各小组讨论成果的逻辑性、创新性和实用性。

- 观察小组代表的表达能力，包括语言组织、思路清晰和论据充分。

- 反馈各小组讨论中的亮点和不足，提供改进建议。

3. 随堂测试：

-



 设计随堂测试题，涵盖传染病的基本概念、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内容

。

- 评估学生测试成绩，分析错误答案，找出学生掌握不足的知识点。

- 根据测试结果，调整教学策略，强化学生对薄弱环节的理解。

4. 课后作业：

- 检查学生提交的课后作业，包括短文或报告的质量，如内容的完整性、

逻辑性和深度。

- 评价学生作业中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 提供具体、详细的作业反馈，指出作业的优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5. 教师评价与反馈：

- 综合学生的课堂表现、小组讨论、随堂测试和课后作业，给予每位学生

综合评价。

- 针对学生的个性化特点，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指导。

- 反馈学生的进步和成长，鼓励学生继续努力，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

的改进意见。

- 与学生进行定期的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

战，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 收集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反馈，作为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参考。

板书

设计

① 传染病的基本概念

- 传染病的定义

- 传染病的特点

- 传染病的分类

② 传染病的预防与应对

- 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 预防措施（个人卫生、疫苗接种、隔离治疗等）

- 应对策略（早期发现、早期报告、早期隔离、早期治疗）

③ 传染病案例分析

- 典型传染病案例（如新冠病毒、流感等）

- 案例的背景、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和应对策略

- 案例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主题乐园稻米知多少
授课内容 授课时数

授课班级 授课人数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教材分析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16125032025010232

https://d.book118.com/416125032025010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