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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角下高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方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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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我国艾滋病疫情整体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下，高校学生却有感染人数增多趋势。分析新媒体对艾

滋病健康教育利用的利弊，借助学生群体对新媒体形式的接受程度。探究新媒体视角下高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方式，进一步扩大防治工作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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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正处在性成熟、性活跃阶段，相对自由的校园以及青

年学生强烈的好奇心，性行为安全意识缺少，性伴侣选择随意性，

同多人保持长期性行为，使艾滋病在高校传播扩散风险加大。因此

在高校利用新媒体普及艾滋病知识有一定成效的情况下，结合高校

艾滋病健康教育现状存在的问题，从新媒体视角深入探究预防艾滋

病的方式，使学生做到提前知晓危害、及时防护。

一、高校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现状
（一）高校大学生艾滋病防控形式不容乐观。由疾病防控局法定

传染病疫情数据统计，艾滋病发病、死亡人数逐年下降，持续控制

在低流行水平， 2020 年 1 月份新发现 15 ～ 24 岁青年学生病例 3000

多例，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且 80% 以上通过男性同性性行为感染，

高校学生患病感染人数逐年增多。

刘振红 [1] 等，对 18 ～ 23 岁的大学生进行艾滋病知识进行调

查，一年内有性行为的大学生中，每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是

35.96%。情侣间亲密的信任关系，容易发生无保护的行为，使安全

套难以在性行为的全程使用，特别是在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时。

（二）高校学生获取艾滋病知识渠道的转向。钟晓玲 [2]，调查发

现高校学生最常使用的新媒体是社交媒体，多数学生从新媒体渠道

获取防治艾滋病信息的意愿较高，社交媒体使用是获取和分享艾滋

病防治信息的重要渠道。

刘锐 [3] 等，对大学生掌握艾滋病知识来源调查，有八成的获取

知识来源是通过百度百科、知乎等形式的新媒体平台，由学校健康

教育专题讲座与咨询获得知识的比例最低还不足百分之二十。

高校学生获取艾滋病知识渠道已由转向传统形式的教育宣传逐

渐转向多形式的新媒体渠道。在手机、电脑等设备上的时间延长，

并且传统模式缺乏创新，有形式主义、内容老旧单调的问题。

（三）利用新媒体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利弊。新媒体互动性

强、内容形式多样、有很强的及时性，人民日报公众号曾有篇阅读

量破十万的文章，用漫画叙事的方式分享了一位医生职业暴露的经

历，通过实例向我们传递了艾滋病预防知识。薛娅 [4]，利用微信平

台推送每周一次持续四周的艾滋病团体授课知识，显示实验组艾滋

病健康信息素养总分较干预前有显著提升，信息掌握明显强于对照

组。说明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具有成效。

新媒体中艾滋病健康信息来源多样化，缺乏真实性、权威性，

虚假信息多，对接受者的健康指导带来了一定隐患。以微信公众号

为例，更新内容要保证其专业性、正确性，最好能做到原创性，若

缺乏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容易出现疾控机构健康传播管理缺乏

充足的内容，运营管理运营乏力的情况 [5]。

男男性行为人群的感染率较一般人群更高，青年学生的感染

率上升明显，新媒体社交软件的普遍使用与推广，如陌陌、soul、

blued（同性交友软件）等为易感染艾滋病的行为增添了隐蔽性 [6]。

综上所述，高校学生距离《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

2022 年）》中青年学生防治知晓率达到 95% 以上的要求还有差距，

部分所处经济落后地区高校的防治教育还低于国家水平。高校学生

知晓艾滋病相关知识并能够在性行为时正确使用的比例较少。新媒

体能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进而有效提高学生对

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新媒体也有弊端，诸如内容混杂、制度不完善、

监管不力等。

二、结合新媒体高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方式探究
（一）规范内容，开发艾滋病科普小程序。紧跟国家和高校当地

防控要求，解决 APP 下载繁琐、占用空间大、开发维护费用高的问题。

线上知识竞赛，通过手机辅助使用，网络身份的隐蔽性，让参与者

积极性更高，节约活动经费，避免了集中学生在教室填写调查问卷

互相询问的场面。

（二）创新新媒体融合方式。借助新媒体整合艾滋病教育资源，

贴合学生实际，与禁毒知识、控烟知识结合，增加主题教育内容多

样性。邀请具有相关知识的专业人员进行网络课程录制，借助多元

化网络互动平台表达问题与真实感触。

（三）结合学生接受程度，进行内容转换。借助“短、平、快”

的短视频优势，制作优质防艾内容，对艾滋病教育中的具体内容进

行描述，解决人为宣讲中难以启齿的场面。同生活实际联系 , 通过

信息搜索引擎 , 获取法定疫情数据，加强舆情的监控，对艾滋病谣

言及时辟谣，报告国内及当地防艾工作取得的进展，公布校内卫生

安全用品摆放位置以及暴露后的联系方式，及时予以阻断治疗。

（四）传统与新媒体渠道结合，实现教育目标最大化。利用微博、

微信等校园账号与传统校园广播、纸质宣传页结合。例如，疫情期

间河南的“硬核”防控标语“带病回村，不肖子孙”结合网络宣传，

一下就明白疫情的严重程度。开设新媒体平台的红丝带志愿者招募

渠道，组成学校中的宣讲社团，参与艾滋病主题活动。

（五）线上宣传预防与线下实际落实。安装安全套免费发放设备、

投放自助检测试剂，让学生掌握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的具体方式，倡

导学生“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构建线上由疾

控中心、社会团体、校医院和辖区医疗机构组成的医疗救助互联平台，

线下人员负责宣传、教育、咨询等任务。

（六）与非政府组织相结合，明确责任主体。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依托社会组织专业度高、互动性强、责任主体明确，迎合学生兴趣

需求搭建平台，实施艾滋病预防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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