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免疫力，疫情面前主动作为》教案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知道动态清零的具体含义；认识抗疫的重要性和新时代新青年的

肩负的抗疫使命。

2、能力目标：能够在新时代背景下主动抗疫。

3、情感价值目标：增强广大青年对身处中国的幸福感、自豪感和归属感。

教学方法：讨论法、讲授法、小组情景表演展示

教学重点：抗疫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疫情面前如何作为

教学内容：

一、课程导入

任何老师领唱，全班整齐唱抗疫歌曲《人世间》

教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一首抗疫歌曲《人世间》将我们带入了深深的思

考？疫情当前，作为新时代新青年，我们应该怎么做？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提

高免疫力，疫情面前主动作为》。

二、新课讲授

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播放短片）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以美国为例，前期轻视病毒加之没

有做好预防，使得新冠大面积在美国传播开。各洲自治的制度，又让国

会政令无法有效在当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下，医疗资源掌握在私人资

本手中，普通民众难以承担高额医疗费用。当地企业坚持经济利益为重，

不愿停工停产，无法阻断传播源，进一步导致病毒扩散，造成了新冠患

者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的状况。

至目前为止，世界各国仍受新冠病毒困扰。唯有中国，将疫情危害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尽管如此，我国的疫情防控形势仍不容乐观。

据数据显示：

当前的疫情给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也是对党和政府

以及全国 14 亿人口的重大考验。

多难兴邦！回望过去，我们经历很多自然灾害，但中国人民从未退

缩。

还记得，1998 年夏，我国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及北方局部发生了



有史以来的特大洪水，一时间，2 亿多人受灾，不少工厂、良田被滔滔洪

水吞噬。抗洪群众达 800 万，部队官兵达 30 多万。

2002 年 11 月，广东爆发非典型肺炎。疫情波及我国内地 24 个省市

区的 266 个县市区及国外 32 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死亡率超过了 10%。

2008 年 5 月 12 日的汶川大地震，2008 年 5 月 12 日的汶川大地震是

近 30 年来我国建国以来发生的有记录破坏力最强，经济损失最大，伤亡

最为惨重的地震，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 10 万平方公里。

地震中，被埋了 72 个小时的陈坚是无数不幸遇难者之一。他坚强地

相信党和政府，当时他说的一段话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他说：“我一定要

坚强，我必须要坚强，为每一个深爱我的人。一定要顽顽强强地活下去。

我要对得起他们。我要对得起他们对我付出的那么多的好。我希望你们

一样，不要在任何困难面前被吓倒。”

2019 年 12 月以来，全球已有 200 多个国家爆发疫情，新冠肺炎疫情

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湖北武汉市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很快波及国

内其他省市自治区。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高度

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指挥。采取切实有

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为世界其他国家抗疫争取到宝贵的“窗口

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防控经验。

危难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军民一心严防死守、顽强战

斗，抒写下一幕幕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雄壮画面。

路易·艾黎曾说过：“中国人民有一种精神，有一种从长征、延安、

洪湖、抗战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精神。中国人民充满这种高尚的精

神，这种精神穿越时空，引领未来……”

伟大抗洪抗疫抗震救灾精神绽放的强大精神动力，必将激励我们在

经受各种考验挑战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当前，“动态清零”当前我国抗击疫情的最佳选择。所谓“动态清零”

是指，全链条精准防控，发现一起，铺灭一起。实现病毒、疾病、疫情

清零。

为什么要动态清零？原因是：

1、奥密克戎病毒一个人可以传 10 个人，是 2020 年初期的早期毒株

的 3 倍；代际之间潜伏期也在缩短，基本 3 天可以传一代。如果一个病



人在外面充分和大家进行接触，10 天可能传染 1000 人；由于病毒进化和

疫苗的推广，无症状病例显著增加。

2、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潜伏期短，变异仍具有高度

不确定性。“精准防控模式”在与奥密克戎赛跑的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

我们不得不承认，面对奥密克戎，传统的“封城模式”可能比上海的科

学精准更有效。这无疑是一个痛苦的再认识过程。

所以，封控、管控、防范等尽量减少人群流动，是对抗新冠病毒的

有效措施。

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能做什么？

一、提高思想免疫力

2002 年出现的非典，为了治好患者，采用了激素治疗，当时有人被

用激素治好了，但后来有了很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生活的每一天都非常

煎熬，甚至可以说“命是捡回来了，但活得很痛苦”。

学校是人口聚集的地方。一旦感染，后果不堪设想。吉林农业科技

学院四天报 68 例感染者、白城师范学院的新冠感染案例给了我们深深的

警示。目前，我们不能预知新冠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后遗症。战“疫”斗

争是一场生死考验，来不得半点马虎。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无论是在家还是学校，疫情防控需要持续重视。

针对疫情，我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防控措施，明确了疫情防控 22 种

违法违规行为及法律后果，江西省教育厅制定了新冠疫情防控技术方案，

我们学校制定了 等规定。

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让人痛惜的是，我们身边仍

有思想免疫力低，无视规定的顶风作案者，给师生们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我校建工系两学生，疫情期间私自离校、瞒报、谎报行程，造成全

校 200 多人隔离，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两个学生也因此被学校开

除。

诸如此类的全国案例不胜枚举：

案例一：2022 年 4 月 6 日，安徽肥西县某高校学生郭某东（无症状

感染者）存在故意隐瞒活动轨迹，编造虚假信息的违法行为，曾 8 次翻

墙进、出学校。肥西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故意隐瞒活动轨迹，编造虚假信息的郭某东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对学院负责疫情防控的主管人员郭某英和直接责任人员陈某平依法行政

拘留，并视情将对学院其他负责人依法追责等。

二、提高行为免疫力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来看看疫情面前，普通人的行为。（播放视频）

1、上海的志愿者

“亲爱的爸爸，虽然您不能再坚守岗位了，但是今天是我在您生前

工作单位做志愿者的第 15 天。这十几天里，我走了您走过的路，深深的

感受到您留下的气息……”近日，河南大学学生陈思霖写给父亲的一封

信，短短数语，倾注了对逝去父亲的无尽敬爱与怀念，也感动了身边人。

陈思霖是河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他的父亲生前是安阳

市甜水井街道办的一名基层工作人员。去年 12 月 20 日，陈思霖的父亲

因病去世，而这恰恰也是安阳疫情防控最紧要的关头。在处理完父亲后

事不久，陈思霖主动联系当地社区，到父亲生前工作的地方做了一名社

区志愿者。岁月因青春慨然以赴而更加静好，世间因少年挺身向前而更

加瑰丽，这是信仰的力量，这是榜样的召唤，这是使命的传承！

2、学校的老师们

我们的杨书记，家在南昌，也和在座的大部分同学一样，没有离开学

校半步。我们的系书记、副书记、辅导员，一周至少有三天在校值班，

意味着一周至少有 3 天见不到自己的娃，坚持和亲爱的同学们在一起。

我们学校的志愿者也积极参加抗疫，校卫队的同学不管风吹雨打，

站得笔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下面我们轮到我们今天的小组展示，今天小组要展示的是 2019 市场

营销班徐舒舒在上海抗疫的真实故事。

上海疫情、多点频发，始终牵动着全国各地热心群众的心。努力援

助上海、尽力服务上海群众的意愿也在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徐舒舒同

学的心中逐渐深植……

徐舒舒，女、中共预备党员、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下埠教学点 2019

级市场营销班学生。4 月 8 日晚，徐舒舒同学毅然决然地找到上海市静安

区古柏居委会，成为了一名社区防疫抗疫志愿工作者。

4 月 9 日早上 7 时，徐舒舒同学第一次穿上医用防护服，成为一名“大



白”，并与众多“大白”齐心合力组织居民核酸信息采集、为老人送饭、

发放物资。从早上七点开始，徐舒舒和众多“大白”头顶烈日、不顾劳

累，耐心地指导居民进行信息采集；时至中午 13 时，徐舒舒和志愿者们

来不及吃中饭又进入到下一项工作，给管辖小区内的爷爷奶奶们送饭送

菜和发放日常生活物资。这一天，徐舒舒真正体会到医护人员和坚守一

线人员身穿防护服所感受到的闷热和窒息，也真正明白了新冠“战疫”

幕后的艰辛和不易。

日复一日，连续奋战，徐舒舒和志愿者们每天工作持续到深夜，终

于等到所在生活小区于 4 月 19 日 12：22 许宣布解封为防范区。但是，

徐舒舒同学依旧坚守在抗击疫情志愿服务一线，帮助居民完成团购、配

送食物、发放物资与抗原，并负责统计和核实核酸检测结果等工作，以

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着上海这座供她生活的城市小区，用自己的实际担

当与作为延续着守护疫区的志愿服务时光……

据悉，徐舒舒同学是在 2021 年 12 月 17 日，怀揣着规划好的职业生

涯和个人人生的美好憧憬与朋友驾车抵达上海寻求社会实践实习岗位，

并成功进入一家外企公司做 HR。历经近 3 个月的实践磨砺，徐舒舒同学

却被 3 月初以来、悄然扩散的新冠疫情紧急按下了生产生活“暂停键”。

轮番的隔离与核酸检测，连同间歇式的休息、上班境况，让徐舒舒

同学经历着其他同学所没有经历的忐忑和煎熬，尤其是原本储备好的五

天可用的食物硬生生撑了七天，最后不得不求助小区群聊里的热心邻居

帮助她们补充食物。同时，那饱含朴实无华言语的暖心小纸条还写着，“姑

娘们、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诚然，受助后的徐舒舒同学和小姐妹

们的内心被植入了一颗“要用实际行动，回馈邻居，将这份温暖的爱心

传递下去，帮助更多人、温暖更多人”的种子。

徐舒舒同学给老师们的夜深留言和语音显示的始终都是“坚信上海

必胜；我无悔当志愿者！”、“我永远相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国家！

期待早日获批申请能前往方舱医院参与志愿服务！”

三、提高方法免疫力

1、积极调整自我认知，坚定战胜病毒的信念。

人的情绪往往受到认知方式的影响，当坏情绪来临时，请告诉自己

停下来，此时务必避免沉浸在不良情绪中，否则陷入负面的认知和情绪



循环中难以自拔。

面对此次疫情，我们需要让理性战胜感性，化被动消极为积极升华。

与其反复想自己多么倒霉，不如想想自己与确诊的人相比是多么的幸运，

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

2、应该科学认识此次疫情，不信谣、不传谣。

此次疫情发展迅速，但国家应急响应同样迅速，大量接收网络信息

不仅不利于隔离者的心态调节，反而会因为接受信息量太大影响心态平

衡。因此，我们首先应避免过度接收网络信息，相信国家强大的医疗能

力，心存战胜病毒的信念，这将十分有利于不离校时的情绪调节。

3、了解情绪与躯体症状的关系。

当人处于较大压力时，不良情绪往往会转化为躯体症状表现出来，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躯体化症状”，这类症状往往包括躯体疼痛、头晕、

发力、食欲不振、腹部不适、乏力等。不离校的时间过长，学生此时出

现以上表现有极大可能是由于心理压力过大造成。因此，积极调节心态，

一方面会减轻躯体化症状，一方面有助于自身免疫力提升抗击病毒侵袭。

四、提高身体免疫力

青年学生既要在课堂内“文明其精神”，也要在操场上“野蛮其体魄”。

最后，我想用一段视频结尾（播放视频）

思政部

2022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