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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从中发现各个学生的问题，并帮助他们将自身知识的短

板补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教学手段被应用到信

息安全的教学中，比如国家资源库、慕课、职教云等，给学生分

享丰富的视频类资源，还能让学生在相关平台进行课程内容的讨

论、进行头脑风暴等活动。同时，教师还能利用网络对学生发布

作业信息，学生在完成作业后可以回传给教师进行批改。这样不

仅可以打破师生之间的时空壁垒，还能加大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

频率，进而提升学生信息安全专业的学习效率。

（三）重视课程思政

教师在关注信息安全专业实践教学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学生

的思政教育，使高职学生在拥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同时，思想政治

方面也能拥有较高的觉悟。信息安全专业的学生在学成之后，能

为社会贡献出很大的价值，但学生若是没有足够的思想政治觉悟，

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蛊惑利用自身能力实施犯罪活动。因此，教

师要将思政教育融入到信息安全专业的教学中，进而在思政理念

的引导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信息安全专业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使学生认清自己背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进而提升高职学生

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核心素养。

（四）加强校企合作

信息安全课程是对实践操作的依赖非常大，高职院校由于刚

开设这门专业没几年，所以相关的实训设备较为简单，甚至有些

院校都没有专门的信息安全实训基地，致使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极差。因此，学校应积极开展校企合作项目，让教师带领学生下

到企业中，通过不断地实践增强学生的操作能力。学生在去到企

业之前，教师应充分了解当前信息安全行业的情况，为学生找到

一个稳定、适合的实训平台。同时，教师还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帮助他们制定一个合适的实训目标，使学生在实训期间能明

确前进的方向。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学生的实践能力可以在企业

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从而为其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

在学生进入企业之前，教师可以深入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并结

合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制定一个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学生在

进入企业后能够具备相应的岗位能力，进而促进校企合作项目的

长久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背景下的高职信息安全教学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教师需要不断完善自身教学模式，为学生树立更明确的

目标，并针对教学目标、校企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才能有

效提升信息安全教学的质量。高职院校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

勇立时代潮头，带领学生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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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参检者的心理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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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唐山市开滦健康产业集团开滦总医院，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①目的 针对体检者的心理状况进行分析，并运用相应

的策略，旨在为体检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②方法 利用笔者制

作的 A、B 两面的调查问卷，给 2019 年 2 月至 2019 年 7 月的体检

者随机发放。体检者需要在体检前填写 A 面的信息，在体检后完

善调查问卷 B 面的内容，而后对信息进行深入分析，了解体检者

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心理需求，并及时对体检者进行针对性心理

疏导，并将心理干预前和干预后的效果进行比对。③结果 798 人

对健康体检存在认知上的误区，这也是体检者在体检时产生心理

问题的主要原因。结合多年工作经验，笔者将体检者的心理问题

总结为三方面：体检前，参检者情绪较为敏感，心态忐忑不安；

体检中，参检者缺乏耐心，容易变得焦躁不安；体检后，参检者

对结果不重视，很难改变不良习惯。通过心理干预后，体检者的

负性心理明显下降（P<0.05）④结论 针对体检者的心理状态，制

定适合的心理干预措施，能够提升体检者的对体检中心的满意度，

进而达到健康体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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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是以健康为中心，利用现代的医疗技术和手段，了

解受检者身体状况的一种身体体检。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及早发

现受检者身体存在的病变，进而帮助他们尽快开展治疗活动，提

升受检者身体疾病的治疗效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 75.8 岁。但是，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三高”人群，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

原因之一便是不良的生活方式。据统计，当前我国拥有约 1.6 亿

左右的高血压病人，国民的慢性病患病率超过了 19%。基于此，

人们逐渐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意义。我院体检中心 2019 年 2 月

至 2019 年 7 月共进行体检 4500 余次，为提升体检中心服务质量，

随机邀请了 1534 人填写了调查问卷，回收 1534 例，调查问卷回

收率达到 100%。同时，回收的调查问卷皆为有效问卷，调查问卷

填写有效率也达到了 100%。经研究发现，在受调查者中，有 798

人对健康体检存在认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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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体检中心 2019 年 2 月至 2019 年 7 月，随机邀请了 1534 人填

写了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100%。针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可知，有

798 人对健康体检存在认知错误，并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

其中男性占比 31%，女性占比 69%。年龄 18 岁 -88 岁，平均年龄

为 53.43 岁。

（二）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分为 A、B 两面，填写者需要在体检前将自身的基

本情况填写到 A 面，填写内容主要包括：姓名、性别、既往病史、

不良习惯、文化程度、联系方式等。当他们体检结束之后，再填

写 B 面的内容，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体检过程中需要改

进的建议、心理状态的变化等。本次调查又护士分发调查问卷，

受检者填写完成之后，将调查问卷放在前台统一处理。

二、心理状态分析

（一）体检前，参检者情绪较为敏感，心态忐忑不安

这是一种在体检工作中经常见到的心理状态，不同年龄段都

会产生。例如，有些受检者是因为身边朋友得了癌症去世了才过

来体检的，他们的心里非常害怕检查出不好的结果，总是担心自

己也患上了癌症等。他们在接受检查之前，甚至都不能安心睡觉，

对于这种受检者，检查人员要格外认真仔细，避免出现误诊等情

况的出现。

还有一些人，他们会对体检结果产生怀疑，在体检过程中会

要求体检人员不断进行重复检查。例如，在进行血压测量时，他

们会不断变换手臂让体检人员测量。对于这种受检者，我们要摆

正心态，用和善的语气获取他们的信赖感，进而减轻他们的心理

压力，让他们保持一个较为平和的心态配合体检工作。

（二）体检中，参检者缺乏耐心，容易变得焦躁不安

在体检等待的过程中，很多年轻人缺乏必要的耐心，在没有

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会特别着急。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常

会听到“怎么这么慢，到底还要多久才能轮到我，再不开始的话

我就不检查了”。这种类型的受检者缺乏等待的耐心，而且通常

体检需要较长时间的排队等待，部分受检者甚至会出现插队的情

况。同时，一些受检者会让医生逐项解释检查结果是什么意思，

这样也会耗费一定的时间。对于这种心急的受检者，体检中心的

工作人员可以将受检者分到不同诊室等待，从而避免插队的情况

出现。另一方面，体检中心还可以在不同的诊室为体检者提供一

些娱乐项目，比如放一些杂志、播放一些电影等，这样可以帮助

受检者消磨时间，缓解他们在等待时的焦急心情，让他们的候检

过程变得轻松、舒适一些。

（三）体检后，参检者对结果不重视，很难改变不良习惯

体检之后，很多受检者对检查结果的重视程度不够，不能充

分重视医生提出的建议改变自身的不良生活习惯，这种情况在年

轻人和老年人中较为常见。一些较为肥胖的年轻人查体结果显示

血压较高，但由于他们并没有感觉到不舒服，身体上也没有什么

较为明显的症状，以至于这些受检者对检查结果漠不关心。还有

一些老年人，本身患有高血压等疾病，但是并不能按照医生的嘱

托服药，只有血压高的时候才吃，血压稍微有所恢复便停药。对

于这种类型的受检者，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些科普教育，告诉他

们这种错误做法的危害性。同时，还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健康教

育，人体器官都具有代偿性，如果这些器官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

必然会在某个阶段崩溃。对于这些受检者，应帮助他们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尽可能做到不抽烟、少喝酒、适当运动，这样才能

让他们保持一个较好的身体状态。

（四）统计学处理

笔者使用的 SPSS15.0 软件进行的数据分析，并利用统计学的

方式进行分析，表示均值的均用 t 值检验，表示率的用方差检验。

以 P 小于 0.05 为实验结果具有真实可靠性的验证。

三、结果

心理干预前共有 798 名受检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其

中敏感型有 367（45.99%）人，焦躁型有 259（32.46%）人，不

重视检查结果型有 172（21.55%）人。经体检中心工作人员对受

检者进行心理干预后，敏感型有 168（21.05%）人，焦躁型有 119

（14.91%）人，不重视检查结果型有 69（8.64%）人。

四、讨论

由此可见，体检中心对受检者进行心理干预，能够帮助他们

减少受检期间的不良心态，提升他们参加体检的良好感受，还能

帮助他们养成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

应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尽可能让每一位受检者都能身心合

一，实现健康体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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