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秋季安全教育教案(优质8篇)
高二教案的编写需要结合教学大纲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
合理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步骤。下面是一些小学教案的案例分
析，希望能给教师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和启发。

六年级秋季安全教育教案篇一

1、让学生初步知道开玩笑过火所导致得严重后果，认识到尊
重他人的重要性。

2、教育学生不参与影响和危害社会安全的活动，学会与他人
正常交往。

3、让学生懂得自觉遵守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课前收集恶语伤人及开玩笑过火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案例。

一、讲“恶语伤人”故事案例，谈体会。

1、学生讲故事案例

2、讨论：通过这些故事，你体会到了什么?

3、小结：人与人之间要友好相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尊
重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名誉，不拿他
人的缺陷、弱点开玩笑。希望同学们懂得：开玩笑过火，是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
是不道德的。

二、讲恶作剧酿苦果案例，吸取教训。

1、学生介绍案例



2、学生讨论认识恶作剧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3、小结：生活中的恶作剧，稍不注意，就容易造成恶果，给
他人、给社会造成危害，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三四而后行。

三、深刻反思，庄严承诺

想一想，哪些玩笑不能开?哪些行为属于恶作剧?

请写出自己的承诺：我们绝不开这种玩笑!决不搞这样的恶作
剧!

四、阅读拓展

开玩笑“七忌”

六年级秋季安全教育教案篇二

指导学生学习一些有关食品安全等知识，使学生懂得安全的
重要，在购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从而树立安全意识，
从精神上远离安全隐患，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使学生安全、
健康地成长。教学重点：学会预防食品安全。

了解什么情况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关心、
爱护，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但是，生活中仍然有许多事
情需要备加注意和小心对待，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酿成事
故。

二、谈谈食品安全要注意什么？



1、正确洗手，是饮食安全第一步。 “湿、擦、搓、捧、
干”，人人饭前便后不忘做，病菌不入口。

2、路边饮食、零食拒入口，疾病远离我。

3、不买包装不完整、标示不明的.食品，不吃隔餐食品、牛
奶。

4、防交叉污染：买回家中的食物，应分类分区贮放；烹调时，
生、熟食分开处理，保持餐具与食器清洁。

5、禽畜类食物先除去内脏、清洗，并依每餐份量个别包装存
放冰箱；蔬菜去污、除烂叶，不以一般报纸（可用白报纸）
包裹置冰箱内，防油墨食入体内有碍健康。

三、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食品卫生习惯。

1、够买食品时要进行选择和鉴别，不购买“三无食品”。就
是没有商标的食品不能买；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不能买；没
有厂址的食品不能买。天气炎热，微生物繁殖迅速，食品容
易腐败变质，一旦不注意易发生食品中毒，故烹调及保存食
物时应特别注意卫生，尤其是厨房环境设施卫生、个人卫生
及食品原材料调理都要注意。

2、除了服药预防外，食疗也是方便可行的选择。一根白萝卜、
半个橘子皮、三片生姜、两段葱白、一绺香菜，煲汤全家喝，
就能够达到增强呼吸道防护能力的作用。

四、发生身体不适怎么办？

1、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

2、饮水。立即喝下大量洁净水，稀释毒素。

3、催吐。用手指压迫咽喉，尽可能将胃里的食物吐出。



4、用塑料袋留好呕吐物或粪便，送医院检查，以便于诊断。

5、出现脱水症状（如皮肤起皱、心率加快等），应尽快将中
毒病人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五、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知识竞赛。

1、绿色食品指什么食品？（c）

a、蔬菜和水果b、绿颜色的食品c、安全无污染食品d有丰富营
养价值的食品

2、哪些食物不能一起吃？（a）

a、豆腐和菠菜

b、葡萄和苹果

c、面包和牛奶

d、馒头和豆浆

3、发霉的花生能吃吗？（不能）

4、油炸的食物是不是可以常吃？（不是）

5、方便面是不是可以作为主食？（不是）

6、我们是不是可以天天吃快餐？（不能）

7、能空腹喝牛奶吗？（不能）

六、小结：



喜欢零食是孩子的天性，但往往在吃得高兴的同时却忘记要
看看食品是否过期，是否变质，因此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安全
隐患。请同学们在享受零食时记住要吃安全放心的食品。要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因为它关系到我
们的身心健康问题。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要引
起注意，如果忽略了这项，其后果不堪设想。

六年级秋季安全教育教案篇三

(一)情感态度培养

1、珍爱食物，懂得食物帮助我们滋养身体。

2、懂得挑食不利身体成长。

(二)行为技能训练

1、初步了解生命营养基本常识。

2、初步了解日常食物能提供哪些营养物质。

(三)知识经验积累

1、知道购买包装食品留心食品营养成分等信息。

2、知道缺乏营养给身体发育、身体健康等带来不良后果。

知道生命需要营养，没有营养的支持，生命就会停止。

了解人体必需的七大类营养素以及它们对人体的作用。

讲授法合作探究法演示法活动体验法

教学图片。



(一)新课导入

1、观看一段美食视频。

2、同学们在享受美食的时候，考虑过食物中的营养跟我们身
体的关系了吗？（板书课题）

3、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棵树，如果没有营养的滋养，就会枯萎。

(二)读议平安故事

1、在十八世纪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英国海军舰队出海打打
仗，还没有遭遇敌人，士兵们就集体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濒
临死亡的绝境。在医生们束手无策时，一种水果竟然治愈了
这种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同学们看平安故事，看看
到底是什么水果让奇迹出现了。（学生自由读故事）

3、正如引言里所说，我们的生命之树如果没有营养的滋养，
将会枯萎，那么我们身体到底需要哪些营养素呢，下面我们
就来学习的平安指南。

(三)学习的平安指南

2、现在我们就来学习的平安指南，大家可以和周边几个同学
一起学习，边看边讨论：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素有哪些？
（学生合作学习）

3、（学生交流时，出示这七大营养素的图片）我们一定要认
识这些朋友，没有了它们，我们的生命就会终止噢。

4、这些营养素都是从哪来的呢？对我们的成长有什么作用呢？
同学们继续合作学习，可以看看后面的平安广角，还可以结
合你们平时的生活经验来讨论。（学生合作学习讨论）

5、学生交流。（重点引导学生了解：这些营养素都是来自各



种食物，七大营养素人体缺一不可。）

6、通过学习，同学们知道了，我们身体需要七大营养素，这
些营养素各有各的作用，缺一不可，因为这些营养素都是来
自各种食物，所以我们要想健康成长，就要养成吃饭不挑食
的好习惯。

（四）诵读平安歌谣

2、现在我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看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记住
这首歌谣。

1、做一做。对照平安广角和自己的经验，填写这份三餐营养
卡，如果不知道自己所吃食物的营养成分，可以回家上网查
找。填写完后，看看自己和家人的食物里有没有人体必需的
七大营养素。

2、演一演。这项活动留待下节课前表演。课后查找资料，了
解七大营养素对人体的作用，下次活动时，小组里每人扮演
一种营养素并作自我介绍。

3、查一查。回家后，把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外包装找来，查查
上面的“主要成分”和“配料表”，看看有哪些营养成分。

六年级秋季安全教育教案篇四

教学用具：课本及材料

教学方法：探究法

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学会友好交往，
六年级安全教育全册教案。

过程与方法：阅读课本资料、交流讨论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使学生从自身做起，真正感悟到安全的
意义和价值，认识交往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重点难点：重点：提高学生对安全、对交往重要性的认识。

难点：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德育渗透】使学生从自身做起，为自己撑起一片安全的天
空，

多交朋友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

教学过程：

一、真实再现

(列举我镇将王小学在暑假前两学生偷着下水而淹死了事件)

1、安全教育--课本第1页两个事例。(指导学生看后发表意
见)

(a、网上看客--独行侠--孤独。b、冷战中的王芳--

打110告了她的妈妈偷看她的日记--郁闷)

2、问题：从课本两位同学的经历中，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
示呢?

(让学生思考并分别说一下自己有多少个朋友)

二、行动在线

(请组长先谈一谈，然后每小组再推荐两名发言)

2.我们怎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糸呢?



(启发学生先思考回答，然后再看课本记住五点，并激发学生
结合实际分别说出一点)

(1)微笑待人(真诚、友善)

(2)肯定别人(赞扬、鼓励)

(3)传递快乐的精神(积极乐观)

(4)宽以待人(以宽容的心对待别人，取长补短)

(5)做一个温和的人(帮助别人)

3.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怎样才能做到文明交往呢?

(1)常用的口语(请、您好、谢谢、对不起等)

(2)打招呼(点头、问候等)

(3)--(9)(指导学生自己学习并说明)

三、拓展延伸

想一想，下列人际交往行为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做?

(学生思考，让学生结合图话说出自己的做法)

四、课堂小结：

1、说一下你学习这节课的`收获。

(给每生下发一张有关安全知识的材料，课外阅读)

2、学会交往天地宽。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完善自我，交往伴一
生，一生在交往。交往--讲文明有礼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板书设计：

安全--人身交往--人生环境--生命是

怎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糸?

2、正确处理同学间的冲突

教学目标：学会正确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冲突，懂得怎样保
护自己与他人。

难点：具体事件的处理。

一、复习导入

2、可是王强与陈峰两个同学之间发生了冲突，事情是这样的：

王强最心爱的钢笔丢了，那是爸爸从香港给他带回来的礼物。
王强急得到处找，刚好看到陈峰在使用同样的钢笔。于是，
他指责陈峰说：“是不是你偷了我的钢笔?”陈峰用的是自己
刚买的新钢笔，他感到很委屈，于是两个人大吵起来。

3、分析案例

(1)你认为王强错在哪里?

(2)你认为陈峰是对还是错?为什么?

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正确处理同学间的冲突》

二、分析冲突发生的原因

1、你们认为同学间发生矛盾冲突的原因都有哪些呢?小组内
小声的讨论，并且把讨论的原因记录下来。



要求：(1)讲究讨论的纪律与效率，一位同学陈述完毕另一位
同学再陈述；注意力要集中，不能脱离中心话题。

(2)记录时简明扼要。

(3)时间大约为五分钟。

2、小组讨论，教师巡视，了解小组讨论的情况。

3、讨论交流：同学们讨论的非常有序，谁来汇报汇报你们的
讨论结果，教案《六年级安全教育全册教案》。

三、讨论如何避免同学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呢?

1、我们已经了解了矛盾产生的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
免同学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呢?先看一个案例。

你怎样评价大勇和毅夫?

2、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同学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呢

小组内小声的讨论，并且把讨论的原因记录下来。

要求：(1)讲究讨论的纪律与效率，一位同学陈述完毕另一位
同学再陈述；注意力要集中，不能脱离中心话题。

2)记录时简明扼要。

(3)时间大约为五分钟。

3、小组讨论，教师巡视，了解小组讨论的情况。

4、讨论交流：谁来汇报汇报你们的讨论结果。

四、谈收获：



学了这节课后，如果你与同学、他人发生冲突时你想怎么做?

五、布置作业：

1、与家长讨论：当你看到同学发生冲突时，你应该怎样做是
正确的?

2、查找、阅读《将相和》与《孔融让梨》的故事，并写出体
会，准备下节课交流。

3、如何度过青春期

一、教学要求：

学生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心理知识，掌握最基本的青春期健
康卫生常识，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道德观念。

二、教学重点：青春期的健康生理、心理和道德观念。

三、教学准备：课件、录像带。

四、教学课时：三课时。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二)、讲解：

1、什么是青春期?

师：人的一生如同我们家里养的花草一样，春天发芽，夏天
茂盛，秋天结果，冬天衰败。同学们现在正是春天的季节，
如同池塘里的的荷花，才露出尖尖的角来，是个非常美丽的
时期。但是这个的发展变化很快，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



认识一下我们自身的发展--青春期。师：什么叫青春期呢?青
春期就是由儿童发育到成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一般为左
右，即从10岁到20岁。其中，10到15岁这五年发展速度最快。

2、青春期有什么特征呢?

师：青春期有两大特征：一是身体和心理发展变化迅猛，二
是男女第二性别特征开始出现。

那么第二性特征都有哪些呢?

第二性特征：男：胡须-声音-喉结-肌肉；女：声音-喉结-乳
房-骨盆-皮肤脂肪。

3、青春期的男女发展差异：

师：青春期的生理发育一般是女学生比男学生提前两年左右，
所以我们经常发现小学生中女孩子比男孩子个子高，这是因
为女学生发育提前的缘故，一般是到了初中，男孩子的发育
速度就加快了。

(三)总结：青春期是个第二性特征开始发展的时候，在这个
发展过程中还伴随着心理问题的变化，下节课我们将继续讲
解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和心理变化。

4、怎样预防性骚扰

一、教学目标

1、让学生认识什么叫性骚扰。

2、如何有效的预防性骚扰。

二、教学过程



1、认识形形色色的性骚扰。

少女遭受性骚乱的事在国内外屡见不鲜，社会学家、犯罪学
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校园内性骚乱”、“办公室内性骚乱”。
对少女进行性骚扰的人，常常是利用从属关系或同事相处环
境实施的。对这类性骚扰如不及时有效排除，很可能发展为
性侵害。

2、面对形形色色的性骚扰，女孩应当向小刘那样，积极行动
起来，勇敢面对性骚扰采取预防措施，即使面对性骚扰的现
实侵害也不要一味害怕，应当调动自己的全部智慧，审时度
势，判断情况，思索对策，采取不同的对策和措施。

a.保持警惕，一身正气。

b.明确态度、正告对方。女孩在第一次受到性骚扰时，就应
当向对方明确表明态度，这种态度的表明方式，可以是无声
的断然拒绝，也可以是有言在先，要求对方检点自己的行为。

c.疏远关系，减少接触。当女孩发现有人不怀好意，有性骚
扰行为时，应主动回避，尽量疏远他，减少接触和交往。

d.光明正大，不贪小利。

e.敢于求助，断绝往来。

f.以智取胜，保护自己。女孩要警惕那些行为不端的成年男性
的骚扰，一旦发现有异常，可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和人员。

怎样应对公共场所发生的险情

教学目标：学会应对公共场所险情，懂得一些自救与救人的
知识。



难点：救护知识具体操作。

一、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还记得发生在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吧！在大灾难，
像地震、火山爆发、洪水、飓风等字眼灾害面前，我们人类
是何等的渺小和软弱。但是在我们活动公共场所，如学校、
商场、影院等地方，发生意外险情时，如果掌握一定的应对
意外险情的常识，便能冷静应对，有可能安全脱离险境。

二、事例分析

出示第一个事例

师：对于发生的这场灾难你有什么看法?学生讨论

重点引导：如果死亡的三个女生，懂得面对火灾如何逃生，
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了。说明学习应对突发险情是有必要的。

出示第二个事例学生读

师：看了这个事例，你又有什么感想?学生讨论

重点引导：因为学生会自救自护，具备了应对危机的知识，
所以能头脑冷静，及时摆脱险情，安全获救。再以证明学习
应对意外事故知识的必要性。

师：从上面两个事例说明，学习应对危机的常识是非常必要
的，你们想学吗?想掌握吗?

三、学习应对策略

师：在公共场所我们容易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学生讨论



选择三种情况：1、在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怎么办?

2、在学校上课遇到地震怎么办?

3、在场馆内遇到火灾怎么办?

学生分三组分别讨论这三个问题

讨论要求：1、遇到危险时，我们不能怎么做?

2、遇到危险时，我们需要怎么做?

3、采用什么措施保护自己?

4、如何疏散和撤离?

学生汇报

1组：(1)学生先讲解，(2)然后示范正确的保护动作。(3)1组
全体学生做示范(4)全体学生学习。

2、3组汇报过程同上

集体讨论如何疏散和撤离?

选一小组做演示

四、课堂小结：你有什么收获?

五、倡议

倡议：做手抄报，贴到学校宣传栏，



六年级秋季安全教育教案篇五

活动班级：

活动时间：

活动目标：1.认识校园欺凌的危害性，自觉抵制校园欺凌现
象;2.能够正确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冲突;3.掌握与校园欺凌做
斗争的方法。

活动过程：

一、观看《关注校园欺凌现象》视频，引入新课。

二、思考：

1、什么是校园欺凌?你遭遇过校园欺凌吗?学生结合观看的视
频以及生活实际回答。

校园欺凌是发生在校园中的一些学生奉信暴力决定一切，以
多欺少，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等现象，校园欺凌是个全球性
的问题。

2、讨论：校园欺凌有什么危害?

学生回答并归纳：校园欺凌首先给受害者的身体带来伤害;其
次是更为严重的心理上的伤害，使受害者产生不安全感，产
生恐惧和焦虑。

3、想一想：面对校园暴力我们有哪些对策?

首先引导学生从受害者的角度想：不要忍着不吭声，告诉家
长或者老师;尽量不要一个人待着，尽量待在人多的地方;不
理睬：如果有人冲你喊，让你交出你的午饭钱，不要理睬他，



装做没听到，继续走自己的路。

其次引导学生从施暴者的角度想：反思一下，值得吗?你要做
的事情可能给你带来批评、处分甚至法律处罚，这将成为你
人生的一个污点。而起因也许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或仅仅是
你自己的一时冲动。这么做，值得吗?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
如果你被人愚弄、辱骂甚至是殴打，你会是什么感受?如果你
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长时间的恐惧和痛苦，你忍心吗?忍一忍
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三、观看中学生消除校园欺凌专题教育片。

四、学生说说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小学六年级安全教育教案优秀范文五

一、教学目的：

1、透过读新闻、演小品等形式引起同学们对交通安全的重视。

2、透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及
交通标志，并逐步构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课前准备：

1、让同学们收集有关交通事故的新闻。

2、组织学生排演小品。

3、选好及训练班会主持。

4、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5、了解一些常见的标志。

三、活动过程：



（一）主持读有关交通事故的新闻以引入主题。

1、主持a读新闻。

2、主持b：大家听了这则新闻有什么感想呢？

3、同学们议论，各抒己见。

4、主持小结：

a：生命在你手中，交通安全不容忽视。

b：所以这天我们就一齐来学习交通规则，并要养成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二）交通知识竞赛（抢答形式）

1、交通讯号灯有哪些色彩？都有些什么作用？

2、红灯亮时行人该怎样？3、黄灯亮时还能够过马路吗？

4、什么灯亮时才能够走？5、行车、行人应靠哪边走？

6、出示各种交通标志，让同学们说出交通标志的名称及其好
处。

（三）看小品，议一议：

1、小品资料：一名小学生放学回家由于不遵守交通规则，结
果出了车祸。

2、议一议：（1）这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交通规则？（2）我
们应如何遵守交通规则？



3、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4、由小品、谈心得体会。

（四）小结：1、同学们小结：透过这次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2、班主任小结：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
期望同学们透过这次班会活动，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五）课外延伸请你做个交通督导员，带领低年级的弟弟妹
妹遵守好交通规则

四、反思

本次活动，孩子们透过交通知识竞赛、小品、讨论、义务宣
传等，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及交通标志，提高
了安全意识，并指导他们在今后生活中逐步构成自觉遵守交
通规则的良好的行为习惯。活动使学生的主体性、参与性得
到充分发挥，安全职责感得到了增强，具有必须的实效性。
具体表此刻：

1、由于活动是孩子们感兴趣的问题，因此，在活动中同学们
都能用心参与。从学生的汇报过程中可看出，他们都有不同
程度的收获，都能树立了自信心，都充分地展示了自我。

2、在活动中，学生能用心主动、自主合作探究进行学习，学
习热情高涨，并体会到合作学习、互助提高的乐趣。

3、在活动中，学生重视了收集信息并构成初步地处理信息的
潜力。

4、透过这次活动，学生的安全职责感明显得到加强，此刻学
生自觉遵守校园安全常规的意识增强了。



六年级秋季安全教育教案篇六

1、让学生初步知道开玩笑过火所导致得严重后果，认识到尊
重他人的重要性。

2、教育学生不参与影响和危害社会安全的活动，学会与他人
正常交往。

3、让学生懂得自觉遵守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课前收集恶语伤人及开玩笑过火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案例。

一、讲“恶语伤人”故事案例，谈体会。

1、学生讲故事案例

2、讨论:通过这些故事，你体会到了什么?

3、小结:人与人之间要友好相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尊重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名誉，不拿
他人的缺陷、弱点开玩笑。

希望同学们懂得:开玩笑过火，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
痛苦之上，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是不道德的。

二、讲恶作剧酿苦果案例，吸取教训。

1、学生介绍案例

2、学生讨论认识恶作剧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3、小结:生活中的恶作剧，稍不注意，就容易造成恶果，给
他人、给社会造成危害，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三四而后行。



三、深刻反思，庄严承诺

想一想，哪些玩笑不能开?哪些行为属于恶作剧?

请写出自己的承诺:我们绝不开这种玩笑!决不搞这样的恶作
剧!

四、阅读拓展

开玩笑“七忌”

六年级秋季安全教育教案篇七

1、自觉遵守社会交往中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学会与他人交
往

2、掌握一些与人交往和协调关系的技巧

3、感受与人交往的重要性

重点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难点人交往和协调关系的技巧

活动一：小学的故事

学生扮演小雪，讲述小雪的故事

学生讨论:为什么同学们不愿和小雪交往呢?

学生谈感受

交往能力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生存能力，也是未来人才的必备
之一，每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是善于交往的人。



活动二:交往有妙招

表演情景剧《小丽的故事》

安排学生表演事先排练好得情境，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和小丽
交往呢?

当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是怎样做的?

当朋友生病的时候，他是怎样做的`?

当遇见新同学的时候，他是怎样做的?

当朋友把他的作业本弄脏了，他是什么态度?

(1)分组讨论以上问题，并相互交流'

(2)学生谈谈自己是如何与人交往的?

活动三我懂交往

1、让学生了解人际交往的五大原则

2、懂得怎样与人交往，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六年级秋季安全教育教案篇八

1、知道什么是肠道传染病、

2、了解肠道传染病的危害、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3、通过学习，能够在传染病到来时不惊慌，形成一定的应对
传染病的能力

了解肠道传染病的危害、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能够在传染病到来时不惊慌，形成一定的应对传染病的能力

一、引入

介绍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的定义

认识肠道传染病

常见的肠道传染病有哪些?

预防肠道传染病

3、养成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到“五要”、“七不
要”。(即“五要”即要按时作息;要睡前刷牙;要饭前、便后
洗手;要勤洗澡洗衣服;要勤剪指甲勤理发。“七不要”即不
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物;不吸烟吸
毒;不喝生水;不食不洁食品;不用公共毛巾和未消毒杯碗、筷。
)

4、肠道传染病的普通症状，起病急，腹痛，腹泻，排稀便一
天可达十次以上，继之脓血便，偶尔伴有轻度发热，四肢无
力。严重的有恶心、呕吐、脱水等症状。

5、及时发现和控制传染病源：发现病人或可疑病人，要及时
向医务室报告，做到早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