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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从教学模式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转变。仪器分析课程的教学改

革应该更加注重与产业界的密切联系，努力满足产业界对分析人

才的要求。

高职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较弱，更强调感受和体悟属于典型的

感性具象思维的人群，因此需要在教学中强调“做中学”、“学中做”

的理实一体教学模式，将仪器分析晦涩难懂的原理内容融入到实

践过程中。

在仪器分析教学中，可以选择不同的事件为背景，比如，学

习液相色谱可以以果蔬中农药残留，学习电位分析法以医院血糖

测量，学习原子发射光谱法以海产品中重金属污染，学习原子吸

收以儿童玩具铅超标等耳熟能详的事件为背景，以其实际分析过

程为任务情境，采用录像、动画、图片等方式展示出来。这些问

题情境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例如，进行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学习时，难点是物质对光的

选择性吸收的理论学习，我们就在实验室将学生分为二组，分别

进行高锰酸钾、维生素 B12 吸收曲线的绘制，然后老师对着吸收

曲线的差异给学生讲解，学生很快就能领悟知识的要点。再譬如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分析条件选择时，就利用测定微量的铁的含

量为例，边实验，边说明显色条件如何一步一步的选择，在整个

过程中都做对比试验，学生自己就会总结出来最佳测定条件，真

是一举两得，学生既熟练掌握了仪器的操作也掌握了理论知识，

并且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理解深刻。

五、结语

本文就高职医学院校《仪器分析》课程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思

考，结合高职教育应该体现行业需要，深入医院检验科进行调研，

按照金课建设标准对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构，针对仪器分析课程的

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特点和学生的思维特点，对理实一体的

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以期达到培养高技能实用型的人才，达到

高职教育教学目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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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新生吸烟现状及大学生控烟对策研究
刘子琪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镇江 212134）

摘要：为了解高职院校大学生吸烟现状，为以江苏某高职院

校大一新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1425 名新生问卷调查，探求其吸

烟行为、吸烟动机及对二手烟的态度等问题，借此对大学生控烟

问题提供建议和对策。结果显示，总吸烟率为 19.2%，其中男生

1177 人，吸烟率为 21.6%。女生 248 人，吸烟率为 7.7%。切实有

效地介入大学生控烟问题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提高大学生禁烟

效果还需再添新思路、新举措。

关键词：控烟；大学生；无烟校园

一、问卷调查研究

（一）研究对象

以江苏某高职院校 1425 名大一新生作为研究对象。本次共

发放问卷 1425 份，有效问卷 1425 份，应答率为 100%。其中男

生 1177 人，占 82.6%；女生 248 人，占 17.4%。年龄主要分布在

17~19 周岁之间。

（二）研究方法

结合尼古丁依赖测试表以及相关文献研究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问卷以单选和多选两种形式作为答题方式，选项语言轻松口语化，

尽量减小被调查者的压力和戒备。问卷内容包括：学生的一般情

况、是否存在吸烟行为、对吸烟（自身以及身边人）及二手烟的

态度等等。研究实施前得到了该高职院校分管学生工作有关领导

以及辅导员和班主任的支持。调查人员在问卷发放前对本次问卷

的调查目的和意义进行说明，并解释了有关注意事项。为了保证

本次问卷调查的保密性和真实性，在行政班级统一发放调查问卷，

学生采取匿名填写方式，学生答完后有专业的调查人员负责回收

和统计工作。

（三）研究结果

1. 吸烟率及吸烟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在 1425 人中，吸烟者有 273 人，总吸烟率为

19.2%. 其中男生 1177 人，吸烟率为 21.6%。女生 248 人，吸烟率

为 7.7%。男女之间吸烟率有非常明显的显著性特征。吸烟学生中，

有 181 人（占 12.8%）抽烟根数在 3 根以下，属于偶尔抽烟；有

62 人（占 4.4%）每天抽烟 3-5 根，属于轻度吸烟者；有 32 人（占

2.3%）每天抽烟 5-10 根，属于一般吸烟者；有 16 人（占 1.1%）

每天抽烟 10 根以上，属于重度吸烟者。

2. 对身边吸烟人群持有的态度

大部分对于身边人的吸烟态度是反感的，能够主动劝阻同学

不要吸烟。但是相对的，不少学生对于身边人是否吸烟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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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419 名（占 29.4%）学生对吸烟持有无所谓的态度，

不在意身边是否有人吸烟；196 名（占 13.8%）学生表示自己将来

也可能会吸烟；537 名（37.7%）学生表示了对吸烟现象的反感，

会主动劝阻身边同学不要吸烟。

3. 对无烟校园建设持有的态度

对于学校无烟校园建设的态度，大多数同学选择积极参与，

主动向吸烟同学宣传吸烟危害，但不乏少数学生觉得此活动无意

义。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977 人，占 68.6%）表示会积极

参与无烟校园建设活动，接受禁烟教育，向身边吸烟者宣传吸烟

危害；大部分吸烟学生（214 人，占吸烟人数的 78.3%）表示会积

极配合学校的宣传教育和控烟措施，克制自己尽量不在公共场合

吸烟并试图戒烟；少部分学生（86 人，占 6%）觉得无烟校园建

设的形式大于意义，不会有实际成效，吸烟是无法克制和禁止的。

4. 吸烟的初始动机

根据文献资料研究结果，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心情郁闷，

感觉压力大”“好奇模仿他人”“受家庭环境影响”“出现感情

问题时”“别人劝烟时”和其他，共 6 个选项，并采用多选的答

题形式。调查结果如下表：

动机
心情郁闷，

感觉压力大

好奇模

仿他人

受家庭环

境影响

出现感情

问题时

别人劝

烟时
其他

票数 922 497 435 546 246 207

根据文献资料研究结果，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心情郁闷，

感觉压力大”“好奇模仿他人”“受家庭环境影响”“出现感情

问题时”“别人劝烟时”和其他，共 6 个选项，并采用多选的答

题形式。调查结果如下表：

二、影响高职院校新生吸烟的主要因素

结合该调查结果，开展“珍爱生命 远离烟草”控烟宣传讲座。

在每个班级选取 1~2 名有吸烟现象的学生代表参加讲座，并再讲

座结束后就“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吸烟的主要因素”展开座谈交流。

（一）认知因素

高职院校学生对吸烟危害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对当前国内外

青少年控烟政策的严肃性了解不多。讲座为学生科普了关于烟草

成分、吸烟危害及吸烟引发的各类疾病，大部分学生表示第一次

认识到吸烟对身体会带来如此不可弥补的重大伤害。同时，大部

分学生没有认识到吸烟对周围人的健康同时存在危害，所以才会

在公共场所吸烟。

（二）心理因素

高职院校学生在学历层次和自控能力上都比普通大学生略低

一些，他们在面临学习、生活、情感以及就业压力时，往往出现

焦虑、空虚、自卑、烦躁等负面情绪而无法排解。为缓解自身压力，

同时吸引他人注意从而得到更多关注，很多学生往往选择吸烟。

（三）环境因素

有研究显示“家长抽烟孩子吸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子承父

业继承香火”。在座谈过程中，很多学生表示自己的父亲（部分

同学的母亲）也吸烟，家庭环境对他们的影响较大。虽然很多家

庭有制止孩子吸烟的想法，但是由于父母的榜样性较差未能实现。

同时，身边同学及朋友也是影响学生吸烟的主要成因之一，从众

心理往往致使“一人抽烟”转变为“一宿舍抽烟”现象。除此之外，

社会环境也影响着大学生吸烟。影视作品中不乏大量吸烟镜头，

以此凸显人物形象和魅力，对大学生产生了错误引导。

总的来说，高职院校学生吸烟的成因纷繁复杂。特别是随着

职业教育的发展，近年来高职院校生源结构也日趋复杂，提前单招、

对口单招、社会统招以及部分学校开展的注册入学都一定程度地

影响了生源质量，高职院校控烟的进程更加严峻。

三、针对大学生吸烟现状的对策建议

（一）将购烟年龄推迟至 21 岁

科学研究已经证实，提高合法购烟年龄是降低吸烟率的有效

手段。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披露“中国一半以上的每日吸烟者在 20

岁以前开始吸烟”，如此看来，提高合法购烟年龄至 21 岁是一个

值得尝试的新思路。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希望立法机关能以此为契机，借鉴最新医

学研究成果以及外国的经验，将禁止向未成年售烟的规定，修改

为“禁止向 21 岁以下青少年出售烟卷和电子烟”，或者授权可由

地方立法自行确定各地的购烟年龄的最低标准，从而进一步控制

大学生群体吸烟，达到有效控烟的目的。

（二）“掐灭”影视剧中的烟头

有调查显示，高达 37% 的青少年吸烟是受影视剧所影响。这

一数据或有变动，但不争的事实是，青少年容易产生盲目追星心理，

影视作品中明星吸烟镜头极易误导青少年效仿。2019 年 11 月国家

卫生健康委、中宣部、教育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青少年控烟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加强电影和电视剧播前审查，

严格控制影视剧中与剧情无关、与人物形象塑造无关的吸烟镜头，

尽量删减在公共场所吸烟的镜头，不得出现未成年人吸烟的镜头。”

除了规束影视剧，还需强化“预防为主，关卡前移”，以及严厉

查处违法向学生人群销售烟草制品、加大对违法烟草广告的打击

力度，更好地为青少年及大学生营造无烟环境，科学引导他们树

立良好的健康观。

（三）加强高校校内教育引导

学校和教师在大学生控烟问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

高职院校为例，可以通过控烟宣传教育、控烟干预辅导和无烟校

园建设来有效控制大学生吸烟。宣传教育方面，高校可以丰富和

创新校园控烟方式，通过开展烟草相关知识和法律条规讲座、发

放吸烟危害手册、观看控烟知识宣传片、增加禁烟标志灯方式，

让学生充分认识吸烟的危害；控烟干预方面，可以通过增加校园

体育活动来引导学生通过体育锻炼释放自身压力、提高自我控制

能力和减少对吸烟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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