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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的防控知识

什么是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HFMD）也称“手口足综合征”，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发热出疹性传

染病，高发人群主要是婴幼儿及儿童，尤其是 5 岁以下的幼儿。该病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

中国每年均有发病，且病死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手足口病的症状有哪些？

临床表现

手足口病的临床表现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可伴有或不伴有发热，

以手、足、口腔、臀部等部位的散在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少数患者可伴有多种并发症；

个别重症患儿病情进展快，可发生死亡。

出疹期症状

手足口病潜伏期多为 2～10 天，平均 3～5 天。在发病早期，患者常表现为疲倦、食欲下

降、有低热、身体不适、腹痛等前驱症状。发热 1～2 天后可在口腔黏膜出现散在疼痛性粟粒

大小般的水疱，手、足、臀部等处出现红色小斑丘疹、疱疹。部分病例仅表现为皮疹或疱疹

性咽峡炎，个别病例可无皮疹。

恢复期症状

处于恢复期的患者体温逐渐恢复正常，对血管活性药物的依赖逐渐减少，神经系统受累

症状和心肺功能逐渐恢复，少数可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在发病之后 2～4 周，可出现脱甲。

如何预防手足口病？

1.做好个人卫生，尤其是手卫生，在触摸口鼻前、饭前便后、护理完手足口病患者后、

用清水、洗手液或肥皂洗手。家长要督促儿童做好手卫生。

2.不与他人共用毛巾或其他个人物品；不接触患者及其污染物品、污染环境。

3.不宜带儿童到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注意保持家庭环境卫生，居室要经

常通风，勤晒衣被。

4.接种疫苗。6 月龄以上儿童接种 EV71 疫苗，可有效预防 EV71 相关手足口病发病、重症

和死亡。该疫苗仅能预防 EV71 所致手足口病，不能预防其他肠道病毒所致手足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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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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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周工作计划

班级：中 1 班 实施主题：我们居住的地方 日期:5 月 27 日—5 月 31 日 带班老师：王、周老师

工作

要求

1.萌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尝试用蜡笔绘画的方式表现清晨或夜晚的景象。（主题目标）

2.观察和发现物体排列所呈现的 AABBCC 模式，并尝试拓展和复制。（主题目标）

3.引导幼儿遇到老师和小朋友讲礼貌，积极打招呼。（常规目标）

4.敢于挑战各种难度的平衡木走法，尝试手持物体平稳地走过平衡木。（保育目标）

星期

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接

待

1.热情接待幼儿入园进班，幼儿热情和老师、小朋友问好。

2.介绍每日活动计划，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晨

间

活

动

晨

间

游

戏

1.签到：幼儿每天按时入园自主签到，尝试记录来园早或晚。

2.重点区域：美工区：提供彩色纸、宝塔折纸步骤图，彩笔画一画，小饰品贴一贴，进行装饰。

扮演区：提供小动物头饰、商店场景，分别扮演角色，表演小兔子开铺子。

3.晨间谈话：垃圾分类我知道、房子的结构、公园里有什么、小小快递员、家园里的趣事

户

外

运

动

1.队列练习：听口令快速站好四路纵队。

2.律动、早操：师幼一起律动、早操，要求动作准确，积极表现。

集体游戏：足球赛

学会分两队踢球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综合 2

用不同玩法玩沙包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探险 2

用不同方法前进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幼儿追逐跑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幼儿合作运动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幼儿手臂能力

学习

活动

社会：

垃圾大分类

了解垃圾分类方法

语言：

造房子

感受节奏感和韵律感

数学：

建造公园

认识AABBCC的排列模式

体育：

送快递

能助跑、跨跳及快速跑

美工：

幸福家园

设计有色彩美的房子

上午

游戏

时光小镇：重点

指导合作旅拍

花点时间：重点

指导涂鸦形式
活动区活动 活动区活动

美术室：重点指导

折纸、剪纸

下午

户外

活动

活动区活动
创意社：重点指

导搭建社区

玩水：重点指导

安全玩打水仗

户外建构：重点

指导挖沟渠

星光小舞台：重点

指导合作表演

日常

生活

1.每天照看黄瓜，及时给黄瓜浇水，观察其生长情况。

2.鼓励幼儿积极在集体面前介绍自己的家乡。

家长

工作

1.请家长带幼儿认一认小区里的垃圾分类区，进一步了解垃圾分类的方法。

2.鼓励幼儿大胆想象，画一画自己心目中的社区、家乡等。

3.和家长分享六一儿童节活动。

环境

创设

1.完成“我们居住的地方”主题墙，展示幼儿在主题活动中的发现和收获。

2.在建构区添置附近建筑卡片、自然材料，支持幼儿积极搭建我们居住的地方。

本周

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