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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内容： 

《生物学》第八单元《健康地生活》这一单元共包括三章内容，5 节 

教学内容，分别是：第一章 《传染病和免疫》包括两节分别是 第一 
节 《传染病及其预防》 第二节 《免疫与计划免疫》 ， 第二章 《用 

药与急救 》 ， 第三章 《了解自己，增进健康》包括两节分别是 第 
一节 《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 第二节《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教材分析 

让学生学会健康地生活，是义务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初中生物课 

程又是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的主要学科课程之一。在第四单元《生物圈 

中的人》中，已经结合人体生理的内容介绍了有关卫生保健知识，但 

尚不系统和全面，尤其是课程标准中规定的传染病和免疫、医药常识、 

急救常识及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现代文明病 ”等内容，难以在人体各 

系统的结构和生理内容中穿插讲述，同时，也为了强化教材帮  助学 

生学会健康生活这一重要功能，  本书将“健康地生活 ”单独列为一 

个单元。“健康是指-一个人有良好的身体和精神以及社会适应状态 ”， 

按照课程标准中关于健  康的这一-定  义，健康应当包括生理的健 

康、心理的健康和人际关系的健康。为了更好地体现课程标准的精神， 

本单元除选取“具体内容标准 ”规定的内容外，还安排了“ 了解自己 

的健康状况 、“保持愉快的心情 ”、“健康的生活方式 ”等内容，以期 

对学生学会健康地生活更有助益。 
 

本单元的内容除介绍有关人体健康的基础知识外，还安排了丰富多彩 

的学生活动，如分析药物说明书、设计旅行小药箱、练习急救方法、 
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分析疾病与生活方式的相关性等。这样安排是 
为了避免单纯说教，以期使本单元的教学生动活泼，更有成效。 

 
 
 
 
 

 
   
   
 

 

 

1. 说明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2. 描述人体的免疫功能，区别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 
3. 关注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危害。 

4. 说明酗酒和吸烟对人体的危害 
5. 概述安全用药。 

6. 运用一些急救的方法。 

 



 
 
 
 
 
 
 
 
 
 
 
 
 
 
 
 
 
 
 
 
 
 
 
 

 
   

 

（一）、生命观念 

1．描述人体的免疫功能，区别人体的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并 
说明计划免疫的意义，从而认识到计划免疫对于生命健康的重要性。  
2..尝试综合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关注健康问题。 

3.学会区别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以及安全用药，使学生养成安全用药的 
意识。 

4.列举突发事件的紧急求助方法，培养学生热爱生命，关爱他人的品  
质。 

5.认识到酗酒和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科学思维 

1.提供给学生具体的事例和生活中的材料，在建立感性认识的基础之 
上，引导 

学生认真思考和分析，主动地建构概念。 

2.针对学生的认知心理和规律，用丰富的图片代替文字说明，特别是 
免疫这节 

中有许多卡通图片，这些图片能形象生动地说明人体的三道防线和免 
疫的功能，从而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概念。 

（三）、科学探究 

1、通过探究实验，认识酒精或烟草对水蚤心率的影响，进而认识到 
酗酒和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2. 通过调查当地常见的几种传染病，认识常见的传染病类型，及其 
防控措施。培养学生参与自主探究、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四）、社会责任 

1.通过评价自身健康状况，学会调节情绪的技能，保持心理健康。 

2.通过了解常见传染病知识，说出艾滋病的病原体、传播途径及预防 
措施。学会正确的与艾滋病人相处，关爱他人。 

3.正确看待饮酒和吸烟的害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4.提通过学习急救与用药安全等知识，提高防病治病和救助他人的能 
力。 

5.通过学习自我评价方式，发展自我评价健康的能力。 

通过学习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在实际生活中能利用 
生物学知识理解社会现象。 

 

 

 
   
 

通过本单元的作业设计，使学生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发展。 
1、理解传染病的病  因、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2、了解人体免疫功能及其产生机制，认识到计划免疫的重要意义。 
3、理解吸烟、酗酒和吸毒的危害。 
4、掌握安全用药的常识，能够运用一些  急救的方法。 

 



 5、了解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健康状况，懂得选择 
健康的生活方式。 

最终使学生提高防病治病和救助他人的能力以及发展自我评价健康的  
能力。进一步提高科学探究能力，使学生养成珍爱生命和健康，选择  
不吸烟、不酗酒等健康的生活方式，拒绝毒品，关爱他人的健康。 

 
 
 
 
 
 
 
 
 
 
 
 
 
 
 
 
 

 
   
   

 

 

(一)   单元作业类型设计 

依据初中生物课程标准(2011)， 以基础作业为载体，创设综合性， 

实践性作业体系，多维度、分层次考查学生的生物知识掌握和应用 

情况，从而培养学生生物核心素养能力，分为课时作业和单元检测 

两大模块。课时作业分为基础必做部分和拓展选做部分，引导学生 

带着问题预习所学内容，达到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课中作业为课 

中任务单，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过程中，联系实际情 

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助力学生突破学习难点，掌握学习重点， 

提升课堂学习效率。课后为课后巩固提升，在引导学生掌握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情况下，拓展学生视野，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地理实践力。单元检测作业，考察内容全 

面，题目层次鲜明，在考察学生认知水平的同时，重点考察了学生 

生物综合思维水平和解决相关问题的生物实践能力。在单元检测的 

考察内容中注重科学探究，培养理性思维，培养学生对生命观念的 

认同感，以及对社会价值的参与感，凸显生物学科的独特育人价值。 

(二)   单元作业内容设计 

作业设计以“双减 ”政策为导向，精选可以考查学生基础知识掌握 
情况，以及可以体现综合实践性的作业，提高效率，同时减轻学生 
学业负担。 

第一，在梳理本单元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整个单元知识点 
之间的内 

在联系和核心内容，紧紧抓住本单元知识之间的层次性，联系性进 

行考查，以检测、巩固学生对该单元核心内容的掌握和理解水平。 

第二，梳理本单元健康地生活每节内容的知识脉络，结合教师经验 

和学生的认知学情，找出适合各节的基础考查知识和综合性拔高知 

识。进而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生物核 

心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三)单元作业题型设计 

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初二学生的思维处于具体运算向形 

式运算过 渡的阶段，他们的思维活跃，抽象思维，综合性思维迅  

速发展。学生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实践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然 

而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能力逐渐 

分化。因此，题型有考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题，有深化学 

生思维的综合题，有培养学生地理实践能力且拓展学生视野的选做 

题，以满足学生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的需求。 

(四)单元作业评价设计 

采用多元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教学评一致性相结合的方式，符合 
学生的多元智力发展特点，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评价的维 

 



 度便于观测，利于学生在同伴和教师的建议和鼓励下持续提升自己 

的薄弱环节，突破自己在作业方面的关键问题，评价主体包括个人 
认知，同伴互助和教师激励等方面，促进学生在认识自我中超越自 

我，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在互助合作中突破自我，感受鼓舞人心 
的集体力量，在教师期待中完善自我，激发青春奋斗的内驱动力， 

(五)单元作业时间安排 

在“双藏 ”的背景下，作业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休息时间、运动 
时间和充分发展个性所需的时间，课外作业总长度控制在 8 分钟左 
右。 

 
 
 
 

 

 
 

学生书面作业设计 

基本信息 

学段 初中 学科 生物 

教材册 
数 

模块单 

元 

章节 
课时 

2013 人教版初中生物八年级下册
 

第八单元健康地生活 
 

第一章传染病和免疫 第一节 传染病及其预防 

作业类 
型 

(✓) 课时作业    （   ）单元作业     （  ）学期作业 

作业时 
段 

( ) 课时练习   (✓  ) 课后复习  （  ）家庭作业 

作业功 
能 

(✓) 诊断   (✓) 预习   (✓) 巩固   (✓    ) 纠错   (✓   ) 拓 
展 

作业来 
源 

(✓) 选编    (✓     ) 改编  （ ）创编 

作业目 
标 

 

题型 (✓    ) 选择题   ( ✓  ) 简答 计算  （ ）改错题 

(  ) 跨学科题    ( ✓  ) 生活实践题 

题量 共（6 ）小题，其中基础性作业（ 4）小题，拓展性作业（ 2）小题 

时长 总时长（ 8）分钟，其中基础性作业（5 ）分钟，拓展性作业（ 3） 
分钟 

 



 第一部分  基础性作业（必做） 

 题
号
 

作业内容 答案解析 设计意图 

 课
 前
 预
 习
 

1.什么是传染病? 

由          (如细菌、病毒、 
寄 生 虫 等 ) 引 起 的 ， 能 在 人 

与人之间或人与            动 

物之间传播的疾病叫作传染 
病。 

2.传染病流行的基本环节：传 
染源          和         

 

3.预防传染病的基本措施可分 

为          、  

和             在预防传染病 

时，既要针对传染病流行的三 

个环节采取综合措施，又要抓 

住主要环节、做到综合措施和 

重点措施相结合。 

答案： 

1. 病原体 
 

2. 传播途径  易感 

人群 
 

3. 控制传染源  切 
断传播途径 保护易 
感人群 

通过预习填空，学 

生课前自主学习 

获取知识是发展 

学生自主能力的 

重要途径，也能大 

大提高课堂的时 

效性。 

 



1（课 

中练 

习） 

2020 年开始流行全球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的传播途径主要是 
 (  ) 

A.通过飞沫或接触传播 
B.通过蚊虫叮咬传播 

C.通过饲养、投喂动物 
D.通过饮水、食物传播 

答案  A 
 

解析： 

（1）传染源:能够散 
播病原体的人或动 
物。 

（2）传播途径：病 

原体离开传染源到 

达健康人所经过的 

途径。主要有空气传 

播、水传播、饮食传 

播、生物媒介传播、 

接触传播等。 

易感人群：对某种传 

染病缺乏免疫力而 

容易感染该病的人 

群，如未出过麻疹的 

儿童，就属于易感人 

群。 

通过本题检测学 

生对传染病流行 

三个环节的程度， 

让学生掌握传染 

病流行的三个环 

节。 

2（课 

中练 

习） 

下列不属于传染源的是(  ) 

A.乙肝病毒 

B.患新冠肺炎的人 
C.流感患者 

D.HIV 携带者 

答案  A 
 

解析 ： 
[分析] 

传染源是由病原体 

引起的，能够在生物 

体之间传播的一种 

疾病。病原体是指能 

引起传染病的细菌、 

病毒或寄生虫等。传 

染病要在人群中流 

行起来，必须具备传 

染源、传播途径、易 

感人群这三个环节， 

缺少其中任何一个 

环节，传染病就流行 

不起来。传染源是指 

能够散播病原体的 

解答此题的关键 

是熟练掌握传染 

源、传播途径、易 

感人群、病原体的 

概念。通过本题来 

考察学生对传染 

源、传播途径、病 

原体概念的掌握 

情况。 

 



  人或动物。传播途径 

是指病原体离开传 

染源到达健康人所 

经过的途径。易感人 

群是指对某种传染 

病缺乏免疫力而容 

易感染该病的人群。 

据此解答。 
 

[解答] 
解： 

A. 乙肝病毒携带者 

是传染源，乙肝病毒 

是病原体，A 错误。 

B.患新冠肺炎的人 

是传染源，B 正确。 

C.流感患者是传染 

源，C 正确。 

D.HIV 携带者是传染 
源，D 正确。 

 

3（课 

后 复 

习） 

阅读下列资料，回答问题。 
 

资料一 :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 

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 

球性大流行病。2020 年 1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  将造 

成本次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 

毒命名为“2019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由于人体缺 

少对 2019-nCoV 的免疫力，所 

以引起新冠肺炎的流行。新冠 

肺炎的主要传播途径有飞沫传 

播、接触传播等。面对疫情， 

我国各族人民上下同心、全力 

以赴，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 
 

资料二:  2020 年 3 月 24 日是 

第 25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 
年的活动主题是“携手抗疫防 
痨、守护健康呼吸 ”。结核病是 
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以肺 
结核常见，主要通过飞沫和尘 
埃传播，是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答案： 

1.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活细胞 

 

2. 传播途径 
 

3. 没有成形的细胞 
核 

 

解析 

[分析] 

设计此题的关键是 

巩固强化传染病的 

预防措施，同时复习 

细菌的基本形态和 

结构特点，细菌、 真 

菌与病毒的多样性， 

病原体与传染病的 

病因， 传染病流行 

的基本环节，传染病 

的预防措施。 

传染病是指由病原 
体引起的，能够在人 

利用资料问题引 

导学生根据生活 

经验和常识进行 

分析和逻辑思考， 

使学生对传染病 

概念的认识由感 

性上升到理性。训 

练学生的表达能 

力。训练学生提出 

新问题的能力。 
 

联系现实生活及 

热点问题，使学生 
学以致用，同时渗 
透情感教育。 

 

联系生活实际，明 
确预防重点，指导 
预防方法。 

 



 的慢性传染病。我国对肺结核 
诊治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包 

括免费的痰涂片、胸片检查， 
免费提供国家统一方案的抗结 

核药品等。 
 

资料三 :青霉素是青霉菌在代 

谢过程中产生的能够抑制细菌 

生长的广谱抗生素，尤其是对 

革兰阳性菌生长抑制明显。青 

毒素抑制细菌生长主要表现在 

它能够抑制繁殖期细菌细胞壁 

的合成使之成为球形体破裂溶 

解从而杀死细菌。 
 

(1)资料一 中新冠肺炎和 

资料三中肺结核都属于传染 

病。这两种传染病的病原体相 

比较，          没有细胞结 

构 ， 只能寄生在其他生物的 

中       。 

(2)传染病能够在人群 
中流行必须同时具备传染源 
和易感人群这三个基本环节。 

(3)与青霉相比，结核杆菌最大 
的结构特点是          。 

与人之间、人与动物 

之间传播的疾病; 

预防传染病的措施 

有控制传染源、切断 

传播途径、保护易感 

人群。 
 

[解答] 

解 : (1)新冠肺炎 由 

新型冠状病毒引起 

的，引起人患肺结核 

的病原体是结核杆 

菌， 新型冠状病毒 

没有细胞结构，只有 

蛋白质的外壳和内 

部的遗传物质组成。 

病毒没有细胞结构， 

不能独立生存， 只 

有寄生在活细胞里 

才能进行生命活动。 

一旦离开就会变成 

结晶体。 

(2)传染病的流行必 

须同时具备传染源、 

传播途径和易感人 

群三个环节，切断任 

何一个环节，传染病 

都不能流行。 

(3)结核杆菌是引起 

肺结核的病原体，它 

与青霉细胞相比，主 

要的区别是结核杆 

菌细胞内没有成形 

的细胞核。 

故答案为: 

（1)新型冠状病毒 
活细胞 

(2)传播途径 

(3)没有成形的细胞 
核 

[点评] 

解答此题的关键是 
明确传染病的预防 
措施以及免疫的有 

 

 



  关知识。 
知识点 

细菌的基本形态和 

结构特点，细菌、 真 

菌与病毒的多样性， 

病原体与传染病的 

病因， 传染病流行 

的基本环节，传染病 

的预防措施。 

 

 第二部分  拓展性作业（选做） 

题号 作业内容  设计意图 

1（补 

充 阅 

读材 

料） 

艾滋病 :威胁人类的“超级癌 
症 ” 

艾滋病的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 

陷综合症(AIDS)  ，通过性、 

血液和母婴三种接触方式传 

播，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传 

染性疾病。当人体处于正常状 

态时，体内免疫系统可以有效 

抵抗各种病毒的袭击。一旦艾 

滋病病毒侵入人体体内，这种 

良好的防御体系便会土崩瓦 

解，各种病毒乘机通过血液、 

破损伤口长驱直入。此外，人 

体内一些像癌细胞之类的不正 

常细胞，也会迅速生长、繁殖， 

最终发展成各类癌瘤。通俗地 

讲，艾滋病病毒是通过破坏人 

的免疫系统和机体抵抗能力， 

而给人以致命的打击。 

艾滋病起源于非洲，后由移民 

带入美国。1981 年 6 月 5 日， 
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在 

《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简 
要介绍了 5 例艾滋病病人的病 

史，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 
滋病的正式记载。1982  年， 

这种疾病被命名为 “ 艾滋 
病 ”。不久以后，艾滋病迅速 

蔓延到各大洲。1985 年，一位 

 教学意图联系现 

实生活及热点问 

题，使学生学以致 

用，同时适时渗透 

情感教育。艾滋病 

的预防是全社会 

的问题，关爱艾滋 

病患者，不歧视他 

们，可以使社会更 

和谐。同时，为下 

节免疫学做铺垫 

你。 

 



 
住北京协和医院后很快死亡， 
后被证实死于艾滋病。这是我 
国第一次发现  艾滋病。 

艾滋病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 

存，已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及各 

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人员及经 

费投入惊人。据统计， 目前全 

球已有6000 万人感染了艾滋病 

病毒，成千上万人命丧于此。 

据专家介绍，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从感染初期算起，要经过数 

年、甚至长达 1.0 年或更长的 

潜伏期后才会发展成艾滋病病 

人。艾滋病病人因抵抗能力极 

度下降会出现多种感染，如带 

状疱疹、 口腔霉菌感染、肺结 

核，特殊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肠 

炎、肺炎、脑炎等，后期常常 

发生恶性肿瘤，直至因长期消 

耗，全身衰竭而死亡。 

虽然全世界众多医学研究人员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至今尚 
未研制出根治艾滋病的特效药 

物，也没有可用于预防的有效 
疫苗。 目前，这种病致死率几 

乎高达 100%的“超级癌症 ”已 
被我国列入乙类法定传染病， 

并被列为国境卫生监测传染病 
之一。 

  

通过了解艾滋病的有关知识，  
给你带来了哪些启示？ 

合情合理即可。 运用传染病的相 

关知识参与社会 

事务的讨论，正确 

认识人类在自然 

界中的地位。同时 

与语文学科写作 

相融合，提升学生 

的写作、表达和交 

流能力，注重学科 

融合。 

 



 

基本信息 

学段 初中 学科 生物 

教 材 
册数  
模 块 
单元  
章节  
课时 

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生物 
第八单元 

第一章第二节 
共两课时 

作 业 
类型 

( ) 课时作业    （   ）单元作业     （  ）学期作业 

作 业 
时段 

( ) 课时练习   (✓  ) 课后复习  （  ）家庭作业 

作 业 
功能 

(✓) 诊断   (✓) 预习   (✓) 巩固   (✓    ) 纠错   (✓    ) 拓展 

作 业 
来源 

(✓) 选编    (✓     ) 改编  （ ）创编 

作 业 
目标 

 

题型 (✓   ) 选择题  （  ）简答 计算  （ ）改错题 

(  ) 跨学科题    ( ✓  ) 生活实践题 

题量 共（ 9）小题，其中基础性作业（8 ）小题，拓展性作业（1 ）小题 

时长 总时长（ 8）分钟，其中基础性作业（ 5）分钟，拓展性作业（ 3）分 
钟 

 第一部分  基础性作业（必做） 

题
 号
 

作业内容 解析 设计意图 

课
前
预
习
 

1、人体的三道防线：         和        是人体 

的第一道防线，具有阻挡         和         的 

作用；体液中的        和            是人体的 

第二道防线，具有溶解        和吞噬         的 

作用。它们属于         免疫，是人       就有 

的，对            有防御作用。 

  和          组成了人体的第三道线，具 
有清除          的作用，属于        免疫， 
逐渐形成的，对          病原体或异物起作用。 
2、由淋巴细胞产生的，能够抵抗某种病原体的 

l. 皮肤、 
黏膜、病 
原体 

、杀菌、 

杀 菌 物 
质、吞噬 
细胞、病 
菌、病原 
体 、 生 
来、多种 

提  高 

学 生 的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和 预 习 

能力，检测 

预习结果。 

 



作抗体 ， 引起人体产生抗体的物质叫 
作        。 

3、人体依靠免疫功能识别 “            ”和 
“         ”成分 ，从而破坏和排斥进入体内 
的          ，及人体本身产生的          和 
等，以维持人体的健康。 

4、计划免疫是根据某些传染病的发生规律，将各 
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按照科学的      ，有计划地 
给儿童接种，其目的是    、      和         相 
应的传染病。 

5、艾滋病： 

①病原体：             
②传染源：            

③传播途径：主要有               和  
④易感人群：所有可能            或  
接触到艾滋病            的人。 

病原体、 

免 疫 器 

官、免疫 

细胞、病 

原体、出 

生以后、 

某 一 特 

定 

2. 特 殊 
蛋白质、 
抗原 

3. 自己、 

非己、抗 

原物质、 

损 伤 细 

胞、肿瘤 

细胞 

4. 免 疫 

程序、预 

防 、 控 

制、消灭 

5. ① 人 

类 免 疫 

缺 陷 病 

毒 

② 艾滋 
病患者、 
HIV 携带 
者 

③ 静 脉 
注 射 毒 

品、不安 

全 性 行 
为 

④直接、 
接、传染 
源 

 

课
中
练
习
 

狗属于哺乳动物，受伤的狗经常用舌头舔伤 
口，对伤口愈合有一定的作用。下列有关解释正 
确的是(  C  ) 
A．唾液中含抗生素，有杀菌作用，属于非特异性 
免疫 
B．唾液中含溶菌酶，有杀菌作用，属于特异性免 

唾 液 中 
含 有 溶 

菌酶，溶 
菌 酶 能 
够 破 坏 
多 种 病 

唾 液 中 的 
溶菌酶，能 
杀灭病菌， 
属 于 人 体 
第 二 道 防 
线。人体第 

 



 

C．唾液中含溶菌酶，有杀菌作用，属于非特异性 
免疫 

D．唾液中含唾液淀粉酶，有消化病菌的作用，属 
于特异性免疫 

菌 的 细 

胞壁，使 

病 菌 溶 

解，起到 

杀 菌 作 

用。唾液 

中 的 溶 

菌 酶 是 

人 人 生 

来 就 具 

有的，不 

针 对 某 

一 特 定 

的 病 原 

体，而是 

针 对 多 

种 病 原 

体 都 具 

有 防 御 

作用，属 

于 非 特 

异 性 免 

疫。所以 

答 案 是 

C。 

一 道 防 线 

和第二道 

防 线 都 属 

于 非 特 异 

性免疫，人 

体第三道 

防 线 属 于 

特 异 性 免 

疫。 

课
 中
 练
 习
 

下列项目属于计划免疫的是( B  ) 
A．患过水痘的人，以后不再得水痘 

B．接种百白破疫苗 

C．口服碘丸预防甲状腺肿 
D．给患者注射抗生素 

A 项不是 

预防的； 

C 项甲状 

腺 肿 不 

是 传 染 

病，不属 

于 计 划 

免 疫 的 

范畴； D 
项 是 对 

患 者 治 

疗，也不 

是预防， 

所 以 答 

案是 B 

充 分 理 解 

计划免疫 

的 内 涵 和 

外延。理解 

计划免疫 

的概念。 

 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科学家已经研制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并全民进行接种以提高 
免疫能力。接种的新冠疫苗和在体内发生的免疫 
反应分别是(  B  ) 

疫 苗 通 
常 是 用 
杀 死 的 
或 减 毒 

理 解 抗 原 
和 抗 体 的 
概念，并能 
区分两者。 

 



．抗原、非特异性免疫 
B．抗原、特异性免疫 

C．抗体、非特异性免疫 
D．抗体、特异性免疫 

的 病 原 
体 制 成 
的 生 物 

制品。但 

依 然 是 

病原体， 

进 入 人 

体 后 不 

会 使 人 

生病，但 

能 刺 激 

免 疫 细 
胞 产 生 

相 应 的 

抗体，因 

此 接 种 
的 疫 苗 

相 当 于 
抗原，其 

产 生 的 
抗 体 只 

对 引 起 

抗 体 的 
病 原 体 

理 解 特 异 

性 免 疫 是 

人 出 生 以 

后 逐 渐 形 

成的，值针 

对某一特 

定病原体 

和 异 物 起 

作用。 

起作用， 

对 其 他 

病 原 体 

无效，可 

见 其 免 

疫 作 用 

是 特 定 

的，有针 

对性的， 

属 于 特 

异 性 免 

疫。所以 

答案是 B 
 第二部分  拓展性作业（选做） 

题
号
 

作业内容 解析 设计意图 

1 请根据以下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2014 年西非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 

 

（1）没 
有 细 胞 

 

 

结 合 
 



 2.6 万人，死亡人数 

1.1 万人。西非埃博拉疫情
 

发生后，我国医务工作者迅 

速出击，对西非实行人道主 

义救助。据有关专家研究， 

埃博拉病毒（如图）是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发 

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病毒，感染者症状包括恶 

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体内出 

血、体外出血、发烧等。接触传播为最主要的途 

径。 

据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6 年 12 月 28 日宣布，由该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陈薇研究员团队研发的重组埃博拉疫苗，在非洲 

塞拉利昂开展的 500 例临床试验取得成功。 

资料二: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 

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2020 年 1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  将造成本次肺炎疫情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命 名 为 “ 2019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2019-nCOV)  ”。由于人体缺少对 2019-nCoV 的 

免疫力，所以引起新冠肺炎的流行。新冠肺炎的 

主要传播途径有飞沫传播、接触传播等。面对疫 

情，我国各族人民上下同心、全力以赴，在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1）新冠病毒与引起肺结核的结核杆菌在结
 

构上的主要区别是       。 

（2）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在对埃博拉患 

者和新冠患者积极进行治疗的同时，将患者及时 

隔离．这属于传染病预防措施中的       。注射 

新冠疫苗对新型冠状肺炎具有        作用。其原 

结   构 

(2)  控 

制 传 染 

源  ；免 

疫；淋巴 

（3） ① 

保 持 手 

卫 生 。 

咳 嗽 、 

饭 前 便 

后 、 接 

触 或 处 

理 动 物 

排 泄 物 

后,要用 

流 水 洗 

手,或者 

使 用 含 

酒 精 成 

分 的 免 

洗 洗 手 

液 。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对 

热敏感， 

56 ℃ 热 

水 浸 泡 

30   分 

钟 、 75% 

酒精、含 

氯 消 毒 

剂，氯仿 

等 脂 溶 

剂 均 可 

有 效 灭 

活病毒。 

② 保持 

室 内 空 

气 的 流 

通 。 避 

免 到 封 

闭 、 空 

气 不 流 

通 的 公 

传 染 病 和 

免疫方面  

的内容，解 

决 实 际 生 

活 的 问 题 

及注意事 

项。 

 



 
理是疫苗进入人体后，刺激体内的        细胞产 

生抵抗新冠病毒的抗体。 

（3）针对当前及今后新冠疫情发展情况，结 

合实际情况简述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 

众 场 所 

和 人 多 

集 中 地 

方,必要 

时 请 佩 

戴口罩。 

咳 嗽 和 

打 喷 嚏 

时 使 用 

纸 巾 或 

屈 肘 遮 

掩口鼻, 

防 止 飞 

沫传播。 

③ 医院 

就 诊 或 

陪 护 就 

医时,一 

定 要 佩 

戴 好 合 

适 的 口 

罩。 

④ 良好 

安 全 饮 

食习惯, 

处 理 生 

食 和 熟 

食 的 切 

菜 板 及 

刀 具 要 

分开,做 

饭 时 彻 

底 煮 熟 

肉 类 和 

蛋类。 

⑤ 尽量 

避 免 在 

未 加 防 

护 的 情 

况 下 接 

触 野 生 

或 养 殖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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