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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劳动第 1 课 我们爱洗手

一、教学内容分析

1.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湘教版《劳动教育》小学二年级下册家庭劳动第 1课《我

们爱洗手》，主要包括洗手的重要性、正确的洗手方法和步骤，以及洗手在日常生活

中的应用。

2.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的联系：本节课与学生在生活中已掌握的洗手习惯有关联

，教材通过生动的插图和简洁的文字，引导学生认识洗手的重要性，让学生学会正确

的洗手方法，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同时，本节课内容与学生在家庭生

活中的实际操作相结合，使学生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知识。

二、核心素养目标

1.



 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通过学习正确的洗手方法，提高个人卫生习惯。

2. 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了解洗手在预防疾病中的重要作用。

3. 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通过实际操作掌握洗手的正确步骤。

三、教学难点与重点

1. 教学重点

- 掌握正确的洗手方法：本节课的核心内容是让学生学会并掌握正确的洗手步骤，包

括湿手、搓肥皂、摩擦手部各个部位、冲洗干净以及用干净的毛巾或纸巾擦干手。

- 认识洗手的重要性：强调洗手在预防疾病、保持个人卫生中的作用，让学生理解洗

手是一种必要的日常保健行为。

2. 教学难点

- 正确洗手步骤的记忆与执行：难点在于学生可能难以记住洗手的所有步骤，或者在

执行时遗漏某些步骤。例如，学生可能会忘记在搓肥皂前先湿手，或者在冲洗时不彻

底清洗手指尖和手腕。

- 养成洗手习惯：培养学生养成在关键时刻（如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需要长时

间的监督和提醒。学生可能会因为好奇心或者其他活动的吸引而忘记洗手。

- 举例解释：

- 教学重点：通过演示和互动游戏，教师可以强调洗手的关键步骤，如“两掌相对摩

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模拟搓肥皂的动作，确保学生理解并记住这一步骤。

- 教学难点：教师可以使用歌曲或顺口溜来帮助学生记忆洗手步骤，例如，创作一首

洗手歌，将洗手步骤编入歌词中，让学生边唱边做，加深记忆。此外，教师可以通过

角色扮演或情景模拟，让学生在模拟的日常活动中实践洗手，从而帮助学生养成习惯

。

四、教学资源准备

1. 教材：确保每位学生都配备湘教版《劳动教育》小学二年级下册教材。

2. 辅助材料：准备洗手步骤的卡通图片、洗手前后对比的图表、洗手相关教育视频。

3. 实验器材：准备肥皂、洗手液、纸巾、水盆等，用于实际操作演示和练习。

4. 教室布置：将教室划分为洗手演示区、实践操作区，并设置洗手步骤图示贴墙，方

便学生随时查看。

五、教学过程设计

1. 导入新课（5分钟）

目标：引起学生对洗手重要性的兴趣，激发其探索欲望。

过程：

- 开场提问：“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洗手吗？洗手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 展示一些关于洗手前后的对比图片，让学生初步感受洗手对个人卫生的影响。

- 简短介绍洗手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性，为接下来的学习打下基础。

2.



 洗手基础知识讲解（10分钟）

目标：让学生了解洗手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过程：

- 讲解洗手的定义，包括洗手的主要步骤。

- 详细介绍洗手的组成部分或功能，使用图示帮助学生理解每一步的重要性。

- 通过实例，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洗手在预防疾病中的作用。

3. 洗手案例分析（20分钟）

目标：通过具体案例，让学生深入了解洗手的重要性。

过程：

- 选择几个典型的洗手案例进行分析，如饭前便后洗手、去医院前后洗手等。

- 详细介绍每个案例的背景、洗手的重要性以及不洗手的后果。

- 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案例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以及如何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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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选择一个与洗手相关的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如“如何在

学校推广正确的洗手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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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深全班对洗手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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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洗手的重要性和意义。

过程：

- 简要回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包括洗手的步骤、注意事项和案例分析等。

- 强调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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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知识

。

- 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绘制一份洗手步骤图，并写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洗手习惯

，以便于自我监督和改进。

六、拓展与延伸

1. 提供与本节课内容相关的拓展阅读材料

- 《儿童健康生活习惯手册》：提供有关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健康习惯，包括洗手、刷

牙等内容的阅读材料，帮助学生了解健康生活习惯的重要性。

- 《洗手的重要性与正确方法》：详细介绍洗手的科学原理和正确洗手的方法，让学



生更深入地理解洗手对健康的保护作用。

-



 《世界卫生日特刊》：介绍世界卫生日的由来和每年的主题，让学生了解全球健康问

题的关注点，其中包括个人卫生习惯的普及。

2. 鼓励学生进行课后自主学习和探究

- 观察日记：鼓励学生记录一周内的洗手习惯，包括洗手次数、使用的产品、洗手后

的感受等，通过观察和记录，让学生更加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习惯。

- 家庭互动：建议学生与家人一起讨论洗手的重要性，并尝试教会家人正确的洗手方

法，通过家庭互动加深对洗手知识的理解。

- 社会实践：鼓励学生参加社区清洁活动，如清洁公园、街道等，通过实践活动体验

清洁环境与个人卫生的关系。

- 研究项目：学生可以自行选择一个与洗手相关的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如“洗手液与

肥皂的对比研究”、“洗手在不同场合的应用”等，通过研究项目提高学生的探究能

力和科学思维能力。

- 制作宣传册：学生可以尝试制作一份关于洗手重要性的宣传册，内容包括洗手的正

确步骤、洗手的好处等，通过制作宣传册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造力。

- 观看教育视频：推荐学生观看有关洗手的科普视频，如《洗手的重要性》、《如何

正确洗手》等，通过视频学习获取更多直观的知识和信息。

七、课后作业

1. 画出洗手步骤图，并标注每一步的名称。

示例答案：第一步：湿手；第二步：搓肥皂；第三步：摩擦手部；第四步：冲洗干净

；第五步：用干净的毛巾或纸巾擦干手。

2. 请写一篇短文，描述你在学习洗手课后，如何将所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示例答案：在学习了洗手课后，我意识到洗手的重要性。每天饭前便后，我都会严格

按照洗手步骤认真洗手，以确保个人卫生。此外，我还教会了家人正确的洗手方法，

我们一起努力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

3. 请列举三个你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忽视洗手的关键时刻，并说明为什么需要洗手

。

示例答案：关键时刻一：外出回家后，因为手上可能沾染了公共场所的细菌；关键时

刻二：触摸公共物品后，如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关键时刻三：运动后，因为手上可

能沾有汗液和细菌。

4. 请设计一个关于洗手宣传的小标语，以提醒人们注意个人卫生。

示例答案：洗手保健康，清洁你我他。

5. 请描述一个发生在你身边的因不良洗手习惯导致生病的事例，并说明如何避免这种

情况发生。

示例答案：有一次，我的朋友因为在学校食堂吃饭前没有洗手，导致感染了肠胃炎。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应该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并提醒身边的朋友和家

人注意洗手。



八、板书设计

1.



 洗手的重要性

① 洗手可以去除手上的细菌和污垢

② 洗手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措施

③ 洗手可以保持个人卫生，避免交叉感染

2. 正确的洗手步骤

① 湿手

② 搓肥皂

③ 摩擦手部（掌心对掌心、手指交叉摩擦、掌心对手背等）

④ 冲洗干净

⑤ 用干净的毛巾或纸巾擦干手

3. 洗手的注意事项

① 洗手时要注意肥皂的用量，不宜过多或过少

② 洗手时间至少持续 20秒

③ 洗手后要用干净的毛巾或纸巾擦干手，避免细菌滋生

4. 洗手习惯的培养

① 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

② 在关键时刻（如接触公共物品后）及时洗手

③ 提醒家人和朋友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

5. 洗手与个人卫生的关系

① 洗手是保持个人卫生的基本要求

② 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有助于身体健康

③ 洗手是展现个人素养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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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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