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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印发《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

程教材指南》的通知 

教材函〔2021〕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卫生与健康的重要论述，落实《“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充分发挥中小学课程教材在生命安全与健

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我部制定了《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

程教材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在课程教材、教育教学等育人环节

认真贯彻落实。 

 

 

教育部 

2021 年 10 月 26 日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卫生与健康的重要论述，落实《“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充分发挥中小学课程教材在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特制定

本指南。 

一、重要意义 

生命安全与健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和永恒追求。生命权、身体权和健

康权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 

良好的学校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生命观、健康观、安全观，

养成健康文明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自觉采纳和保持健康行为，为终身健康奠定坚实

基础。 

将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全面融入中小学课程教材，是实现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系

列化、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举措，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生命至上、健康第一”理念 

以学生健康成长和终身健康为核心，覆盖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领域，关注影响

生长发育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因素，帮助学生树立关爱生命、热爱生活的观念，形

成健康意识，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健康素养。 

（二）增强“安全为本”意识和能力 

立足日常生活情境，覆盖居家、校园及其他公共场所，关注网络空间，引导学生

学会科学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危机事件，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危险预

判、紧急避险、求生逃生等自救和他救技能，培养应急救护能力，提高防范网络电信

诈骗的意识和能力。 

（三）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学生身心发育特征和认知水平，对教育目标和内容进行系统设

计，在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学段有序铺开，总体呈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特点。 



（四）注重有机融入学科 

依据学科特点，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选取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相关内容，作为学

科教学素材，有机整合融入学科教育，注重趣味性、互动性、体验性、生成性，提升

教育实效性。 

三、总体目标 

力求做到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在中小学课程教材

中的布局安排更加系统、科学，内容更具针对性、适宜性、实用性。课程教材在有效

增强学生“生命至上、健康第一”意识、提高心理社会能力、养成健康行为等方面的

育人功能显著提升，为学生健康成长、终身发展和全民健康素养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四、主要内容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内容主要涉及 5 个领域 30个核心要点，如图 1所示。 

 

图 1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领域及核心要点 

 



（一）领域 1   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 

很多疾病往往是由长期不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在健康相关的社会环境因素中，

“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的可塑性最强。应教育学生从小认识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对

健康的影响，学会正确理解健康信息，自觉采纳健康行为，注意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本领域要点包括：认识健康；个人卫生与保健；健康问题与疾病预防控制；用眼

健康；耳鼻口腔健康；形体健康；健身锻炼与运动；健康作息；合理膳食；公共环境

卫生；关注健康信息。 

（二）领域 2   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 

青春期是旺盛的生长发育期，是个体从童年向成年逐渐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预

防成年期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恶性肿瘤）的关键时期。针

对这一时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变化特点，不断调整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适应自身以

及学习和生活环境变化，对健康成长和维护终身健康至关重要。应教育学生了解生长

发育和青春期保健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学会自我保护，减少健康风险行为及其危害。 

本领域要点包括：生长发育；青春期心理；青春期性健康；性侵害预防；珍爱生

命。 

（三）领域 3   心理健康 

个体心理健康关乎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培育积极心理品质的

关键时期，应引导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保持积极心理状态，

了解并掌握解决心理问题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增强主动寻求帮助的意识，主动化解困

扰，增强抗挫折能力，提升幸福感。 

本领域核心要点包括：社交与社会适应；情绪与行为调控；心理问题与援助支持。 

（四）领域 4   传染病预防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儿童青少年往往是传统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学校集体生活方式下，

学生相互接触频繁，罹患传染病的风险较大，易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引导学生

掌握传染病防控知识和技能，了解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

树立公共卫生意识，提高传染病预防能力。 

本领域核心要点包括：传染病基础知识；常见传染病及防控措施；传染病对社会

的影响；口岸公共卫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五）领域 5   安全应急与避险 



伤害、暴力威胁等是影响儿童青少年生命安全及健康的主要因素。其中，溺水和

交通伤害（道路交通事故）是常见的导致学生意外受伤和死亡的重要原因，校园欺凌

和涉及学生的网络电信诈骗等时有发生。应引导儿童青少年增强安全防护意识，学会

预防和规避危险，掌握应急常识和急救技能，提升信息素养，增强网络信息的辨别意

识和能力。 

本领域核心要点包括：应急常识与急救技能；用药安全；社会安全；校园安全；

实验、实习安全及职业健康；网络与信息安全。 

5个领域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其内在逻辑如图 2所示。 

 

图 2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5个领域内在逻辑 

 

五、学段要求 

（一）小学阶段 

通过基本知识介绍、具体技能训练和个人卫生习惯培养，引导学生： 



1.了解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知道预防常见健康问题和疾病的基本知识；了解个人

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养成爱护眼睛的习惯，预防近视，定期监测

体重，预防超重；养成规律作息与文明卫生的习惯，保证充足睡眠，维护自身健康和

公共环境卫生。 

2.了解生命与生长发育知识；初步学习青春期发育、心理健康及相关保健知识与

技能；树立珍爱生命的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3.了解自己，悦纳自己，养成礼貌友好的交往品质，学会与家长、老师沟通；树

立纪律意识、规则意识和时间管理意识，正确安排学习活动；科学合理使用电子设备，

严格控制上网时间。 

4.了解病原微生物的基本知识，初步认识常见传染病及预防措施，掌握个人防疫

防护技能，能够配合预防接种；能够认识传染病的影响，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

会管控措施和个人行为要求。 

5.掌握自我保护、求助、避险与逃生的基本技能；初步掌握急救知识，遇到紧急

情况，能够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树立防拐等社会安全意识，识别校园欺凌、校

园暴力并会求助；能够通过正规网站和权威媒体获得重大事件的准确信息，不信谣、

不传谣。 

（二）初中阶段 

注重讲解原理和机制，深化学生认识，强化健康行为养成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引

导学生： 

1.学会分析与评估健康影响因素，积极实践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保证用眼健康，

预防近视，合理规划时间保证睡眠，拒绝吸烟、饮酒、使用毒品等危害健康的行为；

系统了解和主动预防儿童青少年常见病，采取实际行动保护自身健康；认同“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理念，保护公共环境卫生。 

2.理解生长发育的主要规律和影响因素，正确评估生长发育状况；学习青春期保

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预防性骚扰与性侵害的能力；积极应对青春期心理健康问

题，学会正确对待挫折。 

3.学会客观认识和对待自己，学会欣赏和宽容他人；做好进入高中学习或就业的

准备；提高情绪管理的能力，学会减压放松方法，学会克服焦虑情绪，提高应对挫折

的能力，能够主动求助。 



4.知道常见传染病及防控措施，了解疫苗接种和免疫规划的意义，掌握个人防疫

防护技能；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了解口岸传染病预防控制；提高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意识和防护能力。 

5.培养安全责任意识，学会急救知识，掌握相关技能，提高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

事故灾害等突发事件的能力；了解安全用药基本知识，预防药物误用、滥用；了解实

验和劳动实践中安全防范措施，预防校园安全事故；增强网络信息的辨别意识和能力，

防范网络电信诈骗。 

（三）高中阶段 

主要强调学生的生命责任感和意义，以及发现问题和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

学生： 

1.深入了解烟草、酒精和毒品危害身体健康的机制，营造无烟环境，远离酒精和

毒品（含新型毒品）；了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知识；坚持自觉规律的体育锻炼，

科学用眼，健康作息，合理膳食，保持健康体重；关注健康信息，强化公共卫生意识。 

2.深入理解健康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理解生长速度的变化规律，认同体态以健康

自然为美；理解性、爱情和婚姻的关系，了解婚姻和生育相关知识及法律法规，能够

有效预防和应对性骚扰与性侵害。 

3.了解社交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提高健康的异性交往能力；适应高中生活，学会

正确应对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做好进入高校学习或就业的准备；正确认识和对待童

年期不良经历，健康成长；理解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学会公平竞争和团结合作；能够

识别并预防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4.了解传染病基础知识及防控措施，能够识别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行为，

提高防范能力，能够分析传染病对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影响；了解国门生物安全

查验机制和现代口岸核化生有害因子防控；了解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相应政策和传染

病防治相关主要法律法规，能够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说明中国防疫抗

疫的主要过程、关键做法及意义。 

5.进一步掌握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了解用药安全机理；遵守实验、实习场所的

安全原则，强化社会安全意识；预防校园安全事故发生，营造校园安全氛围；遵守国

家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防范网络电信诈骗能力。 

六、组织实施 



（一）加强专业支持 

组建以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专家为主的指导组，加强统筹、指导，确保生命安全

与健康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准确性、系统性。委托专业机构围绕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各

领域各核心要点开发数字资源，供教学实施时选择使用。 

（二）加强专题培训 

组织开展对编写、审查团队的专题培训，加强对各学科课程教材生命安全与健康

教育专题落实情况的审查把关，确保应进必进，落到位。 

（三）强化学科落实 

坚持核心素养导向，结合学科特点，以体育与健康学科落实为主，有机融入其他

相关学科，明确各学科各学段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具体目标内容等，教

学实施以实践体验为主，组织开展实验探究、情境体验、虚拟仿真、现场教学、演练

等活动，确保有效落实。 

（四）强化科学评价 

科学确定评价重点，既要考评学生的健康认知水平，也要关注学生的健康行为和

习惯养成，以及对他人健康行为的影响等。采取多元评价方式，注重学生学习过程及

行为表现观察记录的基础上进行评价。有效使用评价结果，发挥评价的诊断促进、反

思改进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