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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儿科学（第6版）》遵照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和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关于全国高等医学专科
第六轮教材修订工作有关规定和要求，在总结第5版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修订。
本教材紧密围绕医学专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努力适应21世纪社会进步和卫生事业发展及改革的需要，
是培养高职高专临床医学人才的最基本和核心的教材。
教材编写遵循“贴近学生、贴近社会、贴近岗位”的基本原则，重视“三基”，即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强调学习内容“必需、够用”；同时也通过适当的知识链补充学习内容、拓展学习能
力，尽量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
教材编写参照了卫生部执业助理医师考纲内容，为学生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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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小儿出生至3岁前的教育。
在脑发育的关键年龄阶段，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根据小儿生理特点和心理发育规律，结合个体
差异进行训练，可使小儿的感知觉、动作、语言、思维、记忆及想象力等不断发展，挖掘潜在能力，
促进智能的发育。
早期教育应从新生儿期开始，如让新生儿听优美的音乐、看彩色的玩具等，可刺激新生儿视觉和听觉
的发育。
语言是表达思维、观念的心理过程，与智能有直接关系。
语言发育必须具备正常的发音器官、听觉和大脑语言中枢，但环境刺激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与
周围人群进行语言交往，语言能力才能得以发展。
语言发展经过发音、理解和表达三个阶段。
新生儿会哭，2个月会发出和谐的喉音，3个月发“啊”、“咿”音，7～8个月发“爸爸”、“妈妈”
音，9～24个月是理解语言的关键时期，2～4岁是表达语言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一阶段小儿的语言训
练十分重要。
早期教育不仅是让小儿提前学到一点知识，更重要的是刺激小儿智能发育，奠定小儿品德基础。
例如通过玩具、游戏、体格锻炼和自我服务等，刺激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的发育。
开展读图书、讲故事、手工、编制等开拓小儿智能，培养注意力、观察力、想象力、记忆力及思维能
力等。
增强小儿的社会交往和动手能力，把小儿培养成具有创新精神、意志坚强、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五、疾病的预防疾病的预防分三级。
一级预防（基础预防），是指小儿的营养指导、体格锻炼、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及预防接种等；二级
预防是指发病前的预防，如定期体格检查、对代谢缺陷病的早期筛查等，做到早诊断、早治疗；三级
预防是小儿疾病的彻底治疗，防止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发生。
疾病预防的重点是控制传染病的流行及管理。
1-控制传染病流行的措施（1）管理传染源：必须做到五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
1）防病知识宣传：大力开展传染病知识的宣教，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医务人员发现传染病应立即向上级防疫部门报告，并进行登记。
3）消毒与检疫：对传染源的排泄物、分泌物以及被污染的物品和场所进行消毒，对接触者进行检疫
，并采取预防措施。
（2）切断传播途径：根据各种传染病的不同传播途径，采取不同的措施，防止传染病发生及扩散蔓
延。
1）呼吸道传染病：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加强通风，防止飞沫传染，提倡戴口罩，定期进行空气消毒
，流行期间不要去公共场所。
2）消化道传染病：做好“三管一灭”（即管水、管食物、管粪便，消灭苍蝇），不吃生冷食物，饭
前便后勤洗手，防止病从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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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儿科学(第6版)》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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