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活动方案(大全5篇)
为了确保事情或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通常需要提前准备好一
份方案，方案属于计划类文书的一种。那么方案应该怎么制
定才合适呢？以下就是小编给大家讲解介绍的相关方案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健康教育活动方案篇一

主要是针对管辖区内居民的常见病及多发病，增强居民健康
意识和互助共济健康意识，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和预防疾
病能力，教育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尽量降低发病
机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健康保障。应本管辖区居民
的要求，本着社区服务六位一体的服务宗旨，在市、区两级
的指导和领导下，结合社居民教育知识的需要，特计划每月
开展一到两期，以健康为题材的健康教育坐谈活动，为保证
健康教育工作有序开展，保证教育工作质量，结合我站的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计划及实施方案。

二、工作措施

1、成立教育工作小组、分工明确，成员名单如下：

讲解员： 、

题材收集提供：

注：负责电脑录入和现场安排工作。

2、加强宣传，要充分利用就诊的机会，让广大居民认识到未
病先防，健康教育的好处。

三、教育对象



患病率较高或不太注意个人健康的人群。

四、具体实施

1.地 点：社区活动中心

2.时 间：每月1、3、5、7、9、11月份

3.主持参与者：社区医务人员社区居民

4.主要内容：社区常见病、多发病的症状和治疗、老年人保
健及慢性病的预防、皮肤病及传播性疾病的讲解、社区一般
保健和康复。

健康教育活动方案篇二

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进一步指导社区的健康
教育工作，以达到营造健康的环境，培育健康的理念，优化
健康的设施、完善健康的服务，拥有健康的人群的目的。以
下是本站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关于社区20xx年度健康教育活
动计划的内容，希望你喜欢。

一、指导思想与目的

主要是针对管辖区内居民的常见病及多发病，增强居民健康
意识和互助共济健康意识，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和预防疾
病能力，教育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尽量降低发病
机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健康保障。应本管辖区居民
的要求，本着社区服务六位一体的服务宗旨，在市、区两级
的指导和领导下，结合社居民教育知识的需要，特计划每月
开展一到两期，以健康为题材的健康教育坐谈活动，为保证
健康教育工作有序开展，保证教育工作质量，结合我站的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计划及实施方案。



二、工作措施

1、成立教育工作小组、分工明确，成员名单如下：

讲解员： 、

题材收集提供：

注：负责电脑录入和现场安排工作。

2、加强宣传，要充分利用就诊的机会，让广大居民认识到未
病先防，健康教育的好处。

三、教育对象

患病率较高或不太注意个人健康的人群。

四、具体实施

1.地 点：社区活动中心

2.时 间：每月1、3、5、7、9、11月份

3.主持参与者：社区医务人员社区居民

4.主要内容：社区常见病、多发病的症状和治疗、老年人保
健及慢性病的预防、皮肤病及传播性疾病的讲解、社区一般
保健和康复。

1、组织管理：建立健全健康教育工作组织网络，有领导分管，
并有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健康教育工作每年都需有年度
计划、有措施、有记录和总结;有关文件资料保存完整、管理
规范。

2、健康教育阵地：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橱窗和黑板报，宣传橱



窗两月一期、每年至少六期，黑板报一月一期、每年至少12
期，并根据当前健康热点和防病重点及职业危害等，经常更
换健康教育宣传的内容，要留有文字资料底稿或以照片形式
存档。

3、健康教育活动：结合社区实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如广播、
专题讲座、组织培训、外出参观等)的健康教育活动。

4、控烟健康教育：社区制定禁烟制度，在显目处贴禁烟标志，
并定期开展有关“吸烟有害身体健康”的卫生知识宣传，积
极开展创无烟单位的活动。

5、居民健康知识测试：定期在社区辖区范围内的各小区开展
测试，一季度一次，每年至少四次。

一、 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健教工作网络

完善的健康教育网络是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组织保证和有效
措施，今年我们将结合本社区实际情况，调整充实健康教育
领导小组，进一步健全健康教育组织机构;明确健康教导员的
工作职责，组织人员积极参加市、区、街道组织的各类培训，
提高教导员自身健康教育能力和理论水平;加强健康教育管理
基础工作，定期召开健康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会议，进一步完
善健康教育资料和工作台帐;将健康教育工作列入社区工作计
划，加强各类人员健康教育;进一步建立健全集预防、保健、
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等为一体的社区卫生体系，把
健康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 突出防病重点，开展健教活动

充分发挥健康教育网络作用，组织网络员、重点人群有计划、
有步骤、分层次开展预防控制艾滋病、结核、人感染高致病
性禽流感、乙型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工作;同时广泛普及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



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卫生科普知识，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促进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结合实际，
制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工作预案与
实施计划，对公众开展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的
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增强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
意识和应对能力。

三、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提高居民群众“两率”

利用本社区设立的健康教育基地，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健教
方式，开展一些寓教于乐的健康教育活动。

一是利用“爱卫月”、“科普宣传周”、“学习日”进行卫
生法规、健康知识宣传和普及，正确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
各项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引导居民把被动的“为疾病花
钱”转变为主动的“为健康投资”，从根本上提高居民自身
的健康知识水平和保健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社区的标语、专栏、板报等宣传阵地，宣传卫
生常识、“慢四病”的防治等知识，普及与健康相关知识。

三是抓好社区健身队伍的健身活动。利用活动室等健身场地，
定期开展老年健身、棋牌赛等活动，组织开展秧歌表演、健
身晨练活动，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四是对居民广泛开展控烟教育，做到办公室、会议室有明显
的禁烟标志，努力落实禁烟制度。

五是以老年人、妇女、青少年、流动人口四种人群为重点，
广泛开展老年保健、老年病防治与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教
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免费为老年人测量血压和健康咨询;做好
计划生育工作，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提高人
口素质，组织妇女病体检，为她们提供优质服务，保护妇女
的合法权益;做好青少年的健康教育，配合学校组织开展寒暑



假公益活动、法制教育工作计划、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青春期卫生保健教育等活动。

同时把重点人群教育与普及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提升社
区居民群众的健康教育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努力
使我社区居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上一个新台阶。

1.卫生教学，传授知识。

(1)课堂健康教育，做到“五个有”：即有教材、教师、教案、
教时、评价。各年级使用的教材是由教育部规定《健康教育》
教材，教材人手一册，教师按课本授课，备好教案，周课
时0.5节。

(2)为学生提供心理、生理卫生知识教育服务。各年级在开设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基础上，还开设心理健康讲座。建立
心理咨询室，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培养少年儿童提高调控情
绪的能力，形成坚强的意志品质，具有预防心理障碍和保持
心理健康的能力，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合作精神。

(3)提高预防疾病的意识和能力，让学生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
径和预防措施，了解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细菌性痢疾
等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了解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
遗传性疾病、地方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起因和预防措施。

(4)控烟知识教育。在办公室、公共场所、醒目位置设置明显
的控烟、劝阻吸烟的标志、标识。加强教职工及家属行为规
范管理，教职工不得在校园公共场所、学生面前吸烟。大力
营造吸烟有害健康的舆论。

(5)食品卫生。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律法规，严把食品进货关
和加工操作关。掌握和应用营养知识，了解食物营养价值与
合理膳食的构成，懂得学习、劳动、生活过程中对饮食营养
卫生的要求，能设置简单的营养配餐处方。



2.卫生环境，有益健康。

(1)在硬件上，校舍、采光、用水、安全、厕所、桌椅配置等
均达到国家标准。在软件上，政策落实，制度到位，急救、
防灾有预案，卫生服务优良，档案资料齐备，实行依法治理。

(2)通过宣传教育，让全体师生懂得环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避免在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环境(如大雾、灰尘、噪声等)中进
行体育活动等。提升绿色环保理念，理解可持续发展观。

健康教育活动方案篇三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
作方针，坚持政治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的健康教育基本
原则，通过多种传播途径和手段，在广大师生中深入开展健
康教育工作，培养学生的各种有益于自身、社会和全民族健
康的行为和习惯，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科
学的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全体师生的卫生知识水平和自我保
健能力，从而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和学
习质量的目的。

二、建立健全卫生健康教育组织机构

为加强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成立学校卫生健康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健康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

组 长：吴 忠

副组长：孟亦萍 钱国芬

成 员：陈芳 邵震伟 宋志英 周 仙 郑林方 施静娟 各班主
任 保健老师



三、主要工作措施

1、加强健康教育的宣传。学校通过广播、墙报、黑板报、升
旗仪式、班(队)会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做好流行
病、h7n9禽流感、结核病、手足口病、狂犬病、细菌性痢疾、
食物中毒、艾滋病等疾病的宣传预防。同时充分利用各种卫
生纪念日这大好的宣传教育契机，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使
卫生保健意识深入人心。如利用3月3日全国爱耳日、4月全国
爱国卫生月、4月7日世界卫生日、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5
月20日中国学生营养日、5月31日世界无烟日、6月5日世界环
境日、6月6日全国爱眼日、6月26日国际禁毒日、9月14日世
界清洁地球日、9月20日全国爱牙日、10月31日世界勤俭
日、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等进行广泛卫生知识宣传，积极宣
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好接种工作，及季节性多发病预防。
同时充分利用各种卫生纪念日这大好的宣传教育契机，进行
广泛的宣传教育，使健康保健意识深入人心。教育师生树
立“学校是我家，健康靠大家”的浓厚意识，增强师生“讲
卫生、重健康、防疾病”的意识和自律行为，提高师生“人
人都是卫生工作者”的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觉性，真正营造起
人人维护学校环境卫生，人人规范公共卫生行为和健康的生
活方式，人人重视除害防病，科学健身的良好氛围。

2、切实做好学生的晨检工作，班主任及各任科老师要提高对
学生晨检工作的认识，发现学生有发热、流感、猩红热、水
痘等流行性疾病症状的，应在最快时间报告卫生室。平时学
生因病缺课的要及时登记并报卫生室。发现有传染病症状的
学生，班主任和卫生保健老师要迅速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报告
并迅速采取措施，隔离病人，并送医院治疗。要做到学校、
班级两级重点监控。

3、继续加强校园环境卫生。安排好各班室外保洁责任区，并
坚持每天清扫一次。看见公共场所有垃圾、纸屑，有关班级
要及时清扫。学校后勤组要督促好清洁工做好室内外环境的
保洁，厕所的清洁、消毒和垃圾的及时处理。各个班级、办



公室、专用教室要加强清洁卫生值日制度，要坚持做好每天
清洁一次，每周大扫一次，保持班级、办公室、专用教室日
常的清洁、整齐、美观。门卫室人员要按要求做好校门内外
场地的清洁工作。

4、进一步加强“六病”防治工作。预防近视眼、沙眼、龋齿、
蛔虫、营养不良、贫血，特别是加强近视的预防。重点监控
学生视力，近视生常抓不懈要持平。卫生保健老师和全体任
课老师要十分注意学生正确的用眼卫生知识和指导学生做好
眼保健操，做到穴位准确手法正确。切实保证眼保健操时间、
检查、监督落实，准时上课、下课不拖堂，不让学生疲劳作
业。严格落实“三个一”(一尺一拳一寸)，规范用眼卫生，
使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协同家长对学生预防
近视、保护视力的宣传教育，做到预防为主保护为主，及早
发现、及早纠正、及早治疗，共同保护学生视力。

5、继续开展卫生创建与检查评比活动

开展各类卫生创建活动，组织德育处每天对各班级的卫生工
作进行检查、评比，做到天天检查、周周评比，不断提高环
境卫生质量。做好总结材料。

6、开设健康教育课，注重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

要结合学生心理和生理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健
教活动，设立卫生监督岗，实行卫生流动红旗评比等，促进
学生健康意识的提高，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意识行为、
习惯。

7、加强食堂卫生、饮食、饮水卫生。食堂负责人及卫生保健
教师要加强对食堂从业人员在个人卫生、食品加工烹饪、分
发，以及饮水桶、餐具消毒、工作场所保洁等各个方面的指
导和监督，确保食品安全、卫生、坚决杜绝食物中毒事件的
发生。继续加强对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卫生知识培训，严格



食品卫生操作规程和每天清洁工作场所的要求，确保师生饮
食安全，努力做到：“卫生有保障，营养有标准，口味有改
善。”同时要严格做好食堂从业人员的晨检工作，学校要定
期和随时对食堂卫生工作进行检查抽查。学校教室及学生活
动场所每天消毒。

健康教育大课内容安排

九月份：传染病简介，饮水卫生与疾病

十月份：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知识，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

十一月份：健康66条——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十二月份：计划免疫知识 学校饮水卫生知识

健康教育活动方案篇四

一、本学期教学内容及目的要求：

本册教材设计了七个方面的内容：

1、学习人体各个器官的工作规律学会科学用脑，掌握正确的
学习方法;

2、医务用品小常识，知道一些常用的药物并且知道科学合理
的安排睡眠与活动的时间。

3、食品卫生小常识，让学生通过学习知道如何判断新鲜的蔬
果，学会健康饮食。

4、日常行为习惯的卫生健康知识，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正确
的站、立、行的姿势，讲究卫生会对照镜子自我检查仪表，
保护环境不乱丢垃圾。



5、公共场合的安全健康问题，让学生知道在外面如何自我保
护。

6、心理健康知识，通过教学让学生知道在自己不高兴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能排遣心中的委屈，保持良好的心情，并且能正
确面对失败、挫折、困难。

7、游戏与活动部分，主要通过活动训练孩子的互相协作、以
及身体的协调能力。

具体教学要求是：

1、教育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
创造和想象的能力，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探索和创新的思维。

2、教育学生学会与人相处，正确处理同学、老师及家长之间
的关系。了解合作的意义，培养合作的`意识，培养学生要有
集体荣誉感。

3、教育学生学会识别老师的表情，学会正确对待老师的批评。

4、学会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挫折。

二、学生知识现状分析：

学前班共有学生15人，由于都是学龄前儿童年龄较小，对自
己的约束管理能力比较弱，从整体上看学 前班学生活拨好动，
想象力丰富，但缺乏自我控制能 力，部分学生没有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缺乏合作的 意识。本学期教师将充分发挥教材
的作用使学生心理 素质得到更好的提高。

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难点：

1、重点：本学期的教学重点是人体生理、环境



重点： 卫生安全与急救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2、难点：医务用品小常识、食品卫生小常识

难点： 常行为习惯的卫生健康知识。

四、本学期提高质量的措施： 本学期提高质量的措施：

1、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中养 成良好的
习惯。

2、设计新颖的教学活动让学生有兴趣学习。

3、多与孩子交谈知道他们的内心想法，逐步改进 教学措施。

健康教育活动方案篇五

1、根据各班级幼儿年龄特征及实际情况，设计心理活动，并
按计划分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心理辅导活动，使不同
年龄阶段的幼儿得到相应的发展，各方面能获得不同的进步，
确保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愉快成长。

2、针对各班特殊幼儿（如：较差的行为习惯、性格孤僻、留
守儿童、离异儿童等），给予科学有效的心理辅导，通过多
种形式的个别辅导活动，使他们尽快摆脱障碍，改善自我，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发展自我的能力。

3、继续以面向全园幼儿为主，个别辅导为辅，让心理健康教
育及心理辅导真正进入课堂，在课堂教学中要有别于其他学
科的教学方式，主要是通过活动让幼儿获得心理体验来改变
自己。

4、对全园教师进行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减轻教师来自各方面
的压力，关爱自我，提升教师们的快乐指数！



1、加强团队凝聚力；

2、为了更好的上好心理健康教育课，多与各班老师交流，分
享；

3、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课，以面向全体幼儿为主，个别辅导为
辅。

4、做好“心联小屋”的工作、幼儿园博客的更新、教师与家
长的培训工作，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做出努力。

1、教师方面：

（1）、对教师进行一次团体心理辅导的培训。

（2）、为每个班的幼儿上好心理健康教育课。备好心理健康
教育课教案，并请各班的老师随堂听课。

2、幼儿方面：

（1）、通过心理活动，幼儿掌握寻找快乐的方法，学会自我
调适。

（2）、让幼儿学会变得坚强，勇敢的面对一切困难。

（3）、让幼儿学会感恩，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愿意为他
人服务。

3、家长方面：与家长多沟通；为全园家长组织一次培训。
（以家长会的形式）

（活动从第三周开始，若因幼儿园有其他活动，活动将会做
临时的调整。）

3月份、6月份分别进行一次班级家长讲座，4月底或5月初进



行一次教师团体心理辅导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