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艾滋病宣传总结 大学开展世界艾滋
病日宣传活动总结(优秀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
么写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艾滋病宣传总结篇一

12月1日，是第__个“世界艾滋病日”。当天，__职校多形式
开展了“艾滋病”宣传活动。

该校利用升旗仪式、宣传栏、宣传单等方式对学生及教师进行
“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与讲解。以如何预防艾滋病为主，详
细介绍了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例举了艾滋病的潜伏期、传播
途径和防控措施。特别强调艾滋病预防措施的几大招数：一
是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二是正确使用避孕套；三是拒绝
毒品；四是关心和不歧视艾滋病人等。

此次知识宣传，提高了师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增强
了自我保健意识，促进了今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艾滋病宣传总结篇二

今年12月1日是第xx个“世界艾滋病宣传日”，按照邹城市防
治艾滋病委员会文件要求，田黄镇卫生院结合实际，组织开
展了以“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现将有关活动总结如下。

1、12月1日-12月7日，将在我院电子显示屏播放艾滋病防治



宣传标语，内容为今天是第xx个“世界艾滋病宣传日，行动
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2、利用田黄集，12月1日上午10点由田黄镇政协田燕娟副主
席，田黄镇卫生院高文波院长带领卫生院公卫科5名医务人员
在人流聚集地设立艾滋病防治知识咨询台，佩戴红丝带，向
过往群众发放艾滋病防治宣传单、宣传册和挂历，现场悬挂
宣传条幅，内容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活动持
续到下午3点，共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400余份。

3、在医院门诊输液大厅，预防接种门诊健康教育宣传架摆放
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单和宣传册；在门诊一楼电梯间每天循
环播放艾滋病防治宣传片。通过门诊科室和病房向就诊患者
发放艾滋病防治宣传资料200余份。

此次宣传活动，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提高了群众参
与艾滋病防治积极性以及自我防护的意识和预防艾滋病知识
水平，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取得了显著成效。

艾滋病宣传总结篇三

艾滋病虽然可怕，但是我们一样可以运用科学的武器来武装
自己，让对艾滋病的了解和防治起到更好的效果。下面是由
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开展‘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
传活动总结”，欢迎阅读。

我校红十字会承办的20xxxx大学“世界艾滋病日”宣传与咨
询活动顺利举行，就活动情况进行分析：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截至20xx年8月31日，全
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aids病人738 081例;根
据xx省疾控部门的统计，大学生患艾滋病增长速度仍在上升，
且增长幅度较大。本次活动响应国家“共担防艾责任，共享



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的宣传主题，旨在为学子更好地
普及艾滋病防治的常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增强健康
意识、自律意识，并呼吁大家共同关注艾滋病，关爱和尊重
艾滋病人。

活动现场，来自校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为同学们提供相关咨询，
以更权威、更科学的方式提高同学们对艾滋病的认知;校红十
字会的志愿者们为路过的师生分发宣传资料，普及艾滋病防
治的知识;引导同学们到“健康文明生活”签名墙签名，号召
青年重视健康生活;引导同学们参加“红丝垂绦，情暖寒冬”
红丝悬挂活动，呼吁平等对待和关怀艾滋病人。虽然是寒风
凌冽的初冬，但现场满目都是充满爱意的心与面庞，红丝带
的暖意已经营造了另一个不畏风寒的空间。

饭后来到展台参加签名活动的xx级商学院蒋同学表
示：“‘防艾’不只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让我们对艾滋病心
生恐惧。艾滋病患者没有错，不应被他人鄙视和恐惧，我们
当代大学生更要给予艾滋病患者足够的尊重和关爱，帮助他
们克服恐惧，让他们不再讳疾忌医，及时得到救治并且重获
希望，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温暖，更加进步。”

据悉，在12月1日的展台宣传和咨询活动之前，校红十字会举
办了以“艾滋病防治”为主题的同伴教育示范性主题团日活
动，共有近30名来自各院系、大类的团干部参加活动。示范
性主题团日活动旨在面向团干部展示后推广到各院系，增大
宣传工作的覆盖面，该主题已纳入12月团组织生活的选题中。

12月1日，是第xx个“世界艾滋病日”。当天，职校多形式开
展了“艾滋病”宣传活动。

该校利用升旗仪式、宣传栏、宣传单等方式对学生及教师进行
“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与讲解。以如何预防艾滋病为主，详
细介绍了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例举了艾滋病的潜伏期、传播
途径和防控措施。特别强调艾滋病预防措施的几大招数：一



是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二是正确使用避孕套;三是拒绝毒
品;四是关心和不歧视艾滋病人等。

此次知识宣传，提高了师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增强
了自我保健意识，促进了今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在第xx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由xx区疾控中心组织的
“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我校举行。活动情况如下：

活动现场通过摆放预防艾滋病宣传展板、悬挂条幅、张贴宣
传标语、开展面对面咨询服务、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向学
生详细讲解艾滋病疫情现状、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和预防
措施、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等知识，千名师生在印
有“千人签名共同抗艾”的宣传横幅上进行签名。

宣传活动进一步增进了广大师生对艾滋病的认识和了解，提
高了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培养学生健康生活方式、创建
健康和谐校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2月1日是第xx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共担防
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为提升大学生防
范艾滋病的意识，发挥大学生健康传播的主动性，我校开展
了一系列艾滋病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总结如下：

本次由校团委、健康与康复系主办、学生社团承办、学校多
部门共同参与的系列宣传活动共持续20余天。面对当前艾滋
病感染人群年轻化、高校发病蔓延化的特点，校团委精心组
织了面向全校学生的“文明校园 相互关艾”主题海报设计活
动、最美笑脸征集活动，校保健科联合兰山区疾控中心开展
了有奖征文活动，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艾滋病防范宣传的积
极性。

在教学楼前的宣传幕布上，60张印有美丽、热情笑脸和防艾
宣传标语的照片，组成了巨大的心形，展现了我校师生“从



我做起、认识艾滋病、宣传防艾知识和拒绝歧视”的良好风
貌。在艾滋病日当天，学生社团的志愿者们组织了校园横幅
签名活动，现场发放了艾滋病宣传手册及红丝带纪念品，并
由传染病专业老师为同学们解答了艾滋病相关的问题。

校团委和各系团总支也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形式，向同
学们推送艾滋病知识的文章。社团的同学们还义务到我市后
园社区和xx小区向居民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取得了较好的
社会反响。

近年来，我校艾滋病主题宣传工作已进入常态化，其中“禁
毒关艾、青春出彩”三下乡宣传项目荣获20xx年全国大中专
学生社会实践“千人千项”活动“最具影响好项目”奖项。
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向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同时，培养
他们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社会服务，
为实现平安校园、健康中国梦贡献力量。

艾滋病是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已对人类
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今年12月1日是第29个“世界艾
滋病日”，我校为了提高在校学生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加强自
身健康卫生的知识和能力，在校领导带领下以高度的责任感
在本校学生中开展“青少年艾滋病防治和宣传”活动，现将
活动总结如下：

一、组织学习、提高认识

1、组织教职工学习相关知识、了解形势的严峻：

在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组织学习了有关艾滋病的
防治知识，充分认识到防治艾滋病工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未来，尤
其在学校这个青少年学习生活活动的场所里尤其重要。大多
青少年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对防艾认识不足。在此向广大青
少年传播防艾知识，宣传防艾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是他们的



关心和爱护，集体校领导对学生的关爱。

2、组织全体学生学习防艾知识、防艾措施：

根据上级部门的精神，在试点学校要对学生全面开展防艾知
识，我校通过广播、情景剧演绎、发放宣传资料等对什么是
艾滋病、艾滋病的流行趋势、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预防等作
了具体教育，学生的知晓率也达到了100%。

二、精心组织，认真贯彻

学校集中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多种形式
宣传相关知识，营造一定氛围。

1、采用宣传栏，黑板报，搜集有关资料进行宣传。

2、利用防艾宣传小册子，相互传阅。

3、利用升旗仪式、校园广播和多媒体教室进行防艾知识讲解。

4、班级黑板报办一期防艾宣传知识。

三、宣传到位，成效显著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我校广大师生对艾滋病有了新
认识，了解了一些防治知识和措施，认识到艾滋病是一种传
染病，但并不可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懂得艾滋病的三
种(性接触，血液，包括共同注射器吸毒，母婴)传播途径和
日常生活接触不能传染上艾滋病内容，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关爱全家。

同时也了解到在预防艾滋病控制艾滋病国家制定新政策，患
上艾滋病可得到免费咨询、筛检和治疗。对艾滋病患儿的孤
儿实行免费上学等优惠政策。不歧视艾滋病人，并关爱艾滋
病人，同时向周围人群进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义务宣传等。



防治艾滋病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学校在今后工作中将不断加强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力度，
使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都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增加自我
保护意识，这也是教育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最后，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战胜艾滋病消灭艾滋病，夺取最
后胜利。

艾滋病宣传总结篇四

20xx年12月1日是第xx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主题仍是“遏制
艾滋，履行承诺”。艾滋病已成为我国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
我国已步入艾滋病的快速增长期，据专家估计，我国有hiv感
染者达84万人。目前仍无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也无有效的疫
苗，对艾滋病的控制措施主要是预防，因此宣传教育至关重
要。为此，在院团委的领导下，我们以世界艾滋病日为契机，
以今年艾滋病日主题为口号在校园进行一次艾滋病宣传活动。
为了搞好艾滋病防治宣传周活动，学校领导十分重视这项工
作，把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与禁毒教育、青春期教育等教学
活动结合起来。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对于我校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学校领导十分重视，
制定了防治艾滋病工作方案和计划，成立了遏制与预防艾滋
病宣传教育小组，校领导亲自挂帅，明确职责，协调各方面
力量，狠抓落实，做到领导到位、投入到位、保障到位、措
施到位，扎扎实实地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活动真正做到了
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

1、开展全校师生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活动；

2、举办预防艾滋病板报展览活动；

1、为了有目的、有教育好处、科学地开展预防控制艾滋病健
康教育活动，按照上级的要求，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全



校19个教学班，由政教处配合教务处统一安排课程，先由健
康教育教师对班主任进行培训，然后讲明班主任本学年需要
完成健康教育的部分。每周安排0、5课时为健康教育课。

2、为了提高学校教职工和学生有关艾滋病基本知识水平，增
强学生自我防护潜力，共进行2次有关知识讲座，资料包括：

（1）艾滋病流行态势及对人类危害的普遍性、长期性及毁灭
性。

（2）艾滋病的基本知识：着重介绍了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hiv）引起的一种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艾
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与hiv感染者区别；艾滋病临床表现；
艾滋病毒的体外消毒方法。

（3）艾滋病预防原则：洁身自爱、拒绝毒品，增强自我防护
潜力。

（4）同情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告知同学们目前全人类的
敌人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我们要关心他
们，如果歧视，只会加速艾滋病的传播。

3、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利用广播、板报、展览、讲座和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
为学生们带给青春期性教育，预防吸毒和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并教会他们一些学校基本生活技能，学会如何倾听，促进同
学们交流过程，尊重别人，学会如何与人亲密相处，学会如
何拒绝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不良诱惑，提高自尊，将其学到知
识融入预防艾滋病中去。为了使学生有深刻的认识，学校组
织放映有关录像、片子有《艾滋病基本知识》、《逼近中国
人的艾滋病》、《拒绝毒品、珍爱生命》等。

总之，开展以学校健康教育为中心的全民宣教，是预防艾滋



病在我国蔓延的最有效手段，也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方法。
透过活动，教师和学生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明白了对待hiv
感染者、艾滋病人不应歧视，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达95%以上。
今后，我校将在加大宣传力度、建立艾滋病预防工作的长效
机制，继续努力探索和实践，力争为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出更
大的贡献。

艾滋病宣传总结篇五

在如今这个艾滋病流行的时间里，我们商学院“为民社”青
年志愿者协会当然也希望为预防艾滋病贡献自己的一份绵力，
因此我们积极响应校青协和校红十字会的号召，在12月2日十
点至下午两点与其他九个学院一起举办了“艾滋病宣传”大
型活动。

虽然我们这次活动与“点亮心灯”活动交叉在了一起，但我
们仍然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是大家一起收集有关艾滋病的
资料，尤其是一些大家平时存有误解的，如：握手，拥抱甚
至礼节性接吻都不会传染艾滋病，与艾滋病人正常生活也不
易感染艾滋病等。资料寻找主要围绕着“大学生与艾滋病”及
“今年艾滋病日宣传主题”这两个方面。我们把寻找到的资
料整理之后，制作出了多张有关艾滋病的小卡片，并设计出
了一张宣传纸。

活动正式开始的当天，大家满怀激情，搬桌子，贴宣传纸。
每个人胸前都贴着含有特殊意义的红丝带，一边发宣传单一
边向路人解说。虽然太阳晒的人心烦意乱，但每个人都显得
那么有耐心。尤其有一位成员花了20多分钟与一位路过的中
年人解释我们这次活动，看得出中年人非常赞同我们的活动，
还鼓励我们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听之令人亢奋。这个活动
有个互动环节，就是让他人在一张祝愿卡上写些对艾滋病人
的祝愿或者自己的一些感想，然后用回形针扣在一根悬挂着
的绳子上。每个路人都积极参与，纷纷留下自己的墨宝。虽
然只有简短的几行，但爱心无大小，每一个字都是用真心铸



成的。甚至只是“祝你们早日康复”，读来也让人深感温馨。
那位中年人更是写下“希望你们坚强，国家和社会在关心你
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关心你们。”当大家看到一条长长的
祝愿绳随风飘荡时，心也随之微笑。

这次活动基本达到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艾滋病，引起人们
对艾滋病以及艾滋病人的关注”的活动目的，然而其中仍有
一些不足，是需要提出并改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